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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关系一：“代入排除法”之巧解题目

数量关系题目是职测模块中最难的，其解答需要耗费的时间较长，而代入排

除法对于数量关系题目来讲，是可以快速求解某些题目的办法，只要我们掌握代

入排除法可以应用的题目规律以及做题方法，那么解题速度会大大提升。

在近几年的考试题目中，代入排除法适用于多位数问题、年龄问题、余数问

题、和差倍比问题、不定方程问题、选项信息充分的题目，下面通过几道例题，

详细的讲解代入排除法的应用，提高做题速度。

【例 1】两件快递的重量之比是 3︰2，去除包装之后的重量之比是 9︰5。

若包装重量都是 120 克，则两件快递的重量分别是：

A.390 克、260 克 B.480 克、320 克

C.540 克、360 克 D.630 克、420 克

适用前提剖析：

1、整个题干中给出选项的数据是两个。

2、代入排除法中，当选项数据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时，考虑选项信息充分，

因此可以用代入排除法。

【解析】利用代入排除法，代入 A选项，390︰260=3︰2，每个去除包装 120

克之后，则比例=270︰140≠9︰5,排除；代入 B 选项，480︰320=3︰2，每个去

除包装 120 克之后，则比例=360︰200＝9︰5，因此，选择 B选项。

【例 2】一群学生分小组在户外活动，如 3人一组还多 2人，5人一组还多

3人，7人一组还多 4人，则该群学生的最少人数是：

A.23 B.53

C.88 D.158

适用前提剖析：

1、整个题干出现了“还多”。

2、代入排除法中，出现了“还多”，“还剩”，“还余”这样的字眼，属于余

数问题，因此可以用代入排除法。

【解析】根据题目问法，问的是最少人数，则从最小的选项开始代入，代入

A 选项，则 23÷3=7 余 2，23÷5=4 余 3，23÷7=3 余 2，不符合 7 人一组还多 4

人，排除 A选项；代入 B选项，则 53÷3=17 余 2，53÷5=10 余 3，53÷7=7 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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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题目要求，因此，选择 B选项。

【例 3】某工厂有甲、乙、丙 3条生产线，每小时均生产整数件产品。其中

甲生产线的效率是乙生产线的 3倍，且每小时比丙生产线多生产 9件产品。已知

3条生产线每小时生产的产品之和不到 100 件且为质数，则乙生产线每小时最多

可能生产多少件产品？

A.14 B.12

C.11 D.8

适用前提剖析：

1、整个题干中无法列出具体方程。

2、代入排除法中，无法通过列方程得出题目的具体解，属于不定方程，因

此可以考虑代入排除法。

【解析】题目中设乙生产线每小时可以生产 x 件产品，则甲生产的是 3x，

丙为 3x-9，则 3条生产线每小时生产的产品之和为 7x-9，无法解 x的解，则代

入排除来做，因为题目问的是乙生产线每小时最多可能生产多少件产品，则先代

入选项最大的数字，也就是 A选项，则 7x-9=89，89 符合 3条生产线每小时生产

的产品之和不到 100 件且为质数。

总结：在题目中，如果在题目中出现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数据时、出现了

还多，还剩，还余等字眼时、出现了解不出来 x的固定解时，可以考虑代入排除

法，来简化题目计算，提高做题速度。

数量关系二：秒杀法之比例倍数特性

职业能力测试考试的数量关系部分，往往是被大家忽略或者不被重视的一个

模块，但是有一些题如果能熟练掌握基本方法和技巧的话，在数量关系中是很简

单而且是可以秒杀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数字特性里面的比例倍数特性，这

个方法在考试中是常考知识点，所以需要大家熟练掌握。

比例倍数特性基本结论：

（1）如果 a∶b=m∶n(m、n 互质)，则 a是 m 的倍数，b是 n的倍数。（m、n

互质，即 m、n写成分数的形式不能再约分了或者说约分到最简，注意在使用倍

数特性时必须满足这个条件。）

例：甲乙两班人数之比为 8∶5，求乙班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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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中给了一个比例，甲∶乙＝8∶5，8∶5不能再约分，也就是互质了，

所以可得甲班人数是 8的倍数，乙班人数为 5的倍数，如果四个选项只有一个是

5的倍数，那就直接可以根据这个结论秒杀。

（2）如果 a∶b=m∶n(m，n 互质)，则 a±b 应该是 m±n的倍数。

例：甲乙两班人数之比为 8∶5，8∶5 互质，那就可以应用第二个结论了，

即甲乙两班人数之和为 13 的倍数，甲乙两班人数之差为 3的倍数。

倍数特性的题型特征：题目中出现了比较多的分数、百分数、比例、倍数时，

优先考虑倍数特性。

我们知道了基本的结论，接下来我们看几道例题：

【例 1】一袋糖里装有奶糖和水果糖，其中奶糖的颗数占总颗数的 3/5。现

在又装进 10 颗水果糖，这时奶糖的颗数占总颗数的 4/7。那么，这袋糖里有多

少颗奶糖？

A. 100 B. 112

C. 120 D. 122

适用前提剖析：

题目中给了 2个比例关系，其他实际量比较少，优先考虑倍数特性。

【解析】题干给了 2个比例，均是奶糖数与总数的比例关系，注意中途装的

是水果糖，故奶糖的数量没有改变。已知装之前奶糖数与总数的比例为 3∶5，3∶

5互质，所以奶糖的颗数是 3的倍数，结合选项，只有 120 是 3 的倍数，故答案

为 C选项，另外，本题通过第一个比例关系即可得到正确选项，实际考试中得到

正确选项即可，不用再验证第二个比例关系。

【例 2】两个派出所某月内共受理案件 160 起，其中甲派出所受理的案件中

有 17%是刑事案件，乙派出所受理的案件中有 20%是刑事案件，问乙派出所在这

个月中共受理多少起非刑事案件？

A. 48 B. 60

C. 72 D. 96

适用前提剖析：

题目中给了 2个百分数，相当于给了 2个比例关系，其他实际量比较少，优

先考虑倍数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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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甲派出所受理的案件中有 17%是刑事案件，对甲派出所而言，刑事

案件数与案件总数之比为 17∶100，17∶100 互质，故甲派出所受理案件总数是

100 的倍数，即 100、200、300……，两个派出所受理案件总数为 160，故甲派

出所受理案件总数只能是 100，由此得到乙派出所受理案件总数为 60，其中 20%

是刑事案件，80%为非刑事案件，故乙派出所非刑事案件数为 60×80％＝48 件，

故答案为 A选项。

【例 3】甲乙两个班各有 30 多名学生，甲班男女生比为 5∶6，乙班男女生

比为 5∶4，问甲、乙两班男生总数比女生总数？

A. 多 1 人 B. 少 1 人

C. 多 2 人 D. 少 2 人

适用前提剖析：

题目中给了 2个比例关系，其他实际量比较少，优先考虑倍数特性。

【解析】

题目中给出了两个比例，两个比例均互质，所以优先考虑倍数特性，由甲班

的男女生人数之比为 5∶6，可得甲班总人数为 11 的倍数，乙班男女生人数之比

为 5∶4，可得乙班总人数为 9的倍数，两个班各有 30 多人，所以可得甲班为 33

人，甲班男生为 15 人，甲班女生为 18 人；乙班人数为 36 人，乙班男生为 20

人，乙班女生为 16 人，所以两个班男生总人数为 35 人，女生总人数为 34 人，

故男生总人数比女生总人数多 1人，答案选 A选项。

总结：当题目出现比例时，我们先考虑用比例倍数特性求解。当然题目不一

定全是以比例形式展现比例关系，有时题目是以分数、百分数、倍数的形式展现，

我们先将其转化为比例形式，并且注意使用倍数特性时一定要满足互质这个条件。

总之，在数量考试中，看到比例，即要联想到比例倍数特性，我们往往可以跳过

纷繁复杂的条件，直击题目的要害。

数量关系三：“万能钥匙”——方程法

说到方程法，实际大家都不陌生。小学应用题开始我们就接触了方程法，

而且方程法在数量关系中也是一个重点解题方法，那么数量关系考查的方程法主

要是什么类型呢。我们通过几道例题来具体了解一下。

【例 1】给贫困学校送一批图书，如果每个学校送 80 本书，则多出了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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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如果每个学校送 90 本书，则少 60 本。问这批书一共有多少本？( )

A.3680 B.3760

C.3460 D.3540

通过分析题目我们不难发现，这就是一道典型的考查方程法的题目，但是

如果直接设这批书有 x本的话，那么为了表示出等量关系我们需要用到除法，还

是含有未知数的除法。因此虽然都是列方程，不同的学生列出来的等式不一样，

解题过程也就不一样。换句话说解题时间也就不一样，我们都知道在考试的过程

中，时间也是很重要的，因此这道题目的重点是如何设未知数，也是我们在小学

应用题的基础上需要重点掌握设未知数的方法，具体解析如下：

【解析】根据题目可知，学校数量是固定不变的，因此我们可以设一共有

x 个学校，则 80x+340=90x-60，解得 x=40。则这批书一共有 80×40+340=3540

本，选择 D。重点：本题在设未知数的时候要学会缺什么设什么。

【例 2】公司销售部门共有甲、乙、丙、丁四个销售小组，本年度甲组销

售金额是该部门销售金额总数的 1/3，乙组销售金额是另外三个小组总额的 1/4，

丙组销售金额比丁组销售金额多 200 万元，比甲组少 200 万元。问销售部门销售

总金额是多少万元？

A. 1800 B. 2400

C. 3000 D. 3600

通过分析我们也可以发现这道题目也可以通过方程法来解决。但是如果直

接设销售总金额为 x，那么在表示等量关系时会出现含有未知数的分数形式，因

此这道题目在设未知数的时候我们可以赋系数设未知数。

【解析】根据题目：本年度甲组销售金额是该部门销售金额总数的 1/3，

乙组销售金额是另外三个小组总额的 1/4，可知乙组销售金额是该部门销售金额

总数的 1/5，所以可以设该部门总金额为 15x，则甲 5x，乙 3x，丙 5x-200，丁

15x-5x-3x-（5x-200）=2x+200；又因丙组销售金额比丁组销售金额多 200 万元，

即丁 5x-400，所以等量关系为 2x+200=5x-400，得 x=200,15x=15×200=3000 万

元，选择 C选项。

【例 3】某家企业行政部和市场部共有 80 人，后来进行人员调整，将行政

部增加了 6人，市场部减少了 18 人，这时两个部门的人数刚好相等。问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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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有多少人？( )

A.16 B.18

C.24 D.28

这是一道很典型也很简单的方程法，我们先进行下题目分析，行政部和市

场部共有 80 人，问行政部原来有多少人？我们可以直接问什么设什么。

【解析】设行政部门原来有 x 人，则市场部原来有 80-x 人，根据题目则

x+6=（80-x）-18，解得 x=28，选择 D选项。

综上观察这三道真题，我们发现方程法是必考的一种解题方法，方程法虽

然简单，但是我们一定要正确掌握设未知数的方式：问什么设什么，缺什么设什

么，设中间变量，赋系数设未知数。可以帮助我们节省大量的做题时间，提高解

题速度。

数量关系四：不定方程组的求解技巧

在解职测数量题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不定方程组，这个知识点难度不大，

但是想要快速正确的求解出结果，还是需要一些技巧和方法的，在这里同学们只

要掌握了技巧和方法，经过大量练题一定可以快速提升。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不定方程组。所谓不定方程组，即未知数的个

数多于独立方程的个数。在考试中，常考的形式就是三个未知数，两个方程，我

们无法通过解方程的方法把三个未知数的值分别求解出来，但是可以找到等量关

系列出方程组，结合题干中的限制条件运用技巧和方法求解出来。那这些技巧和

方法都有哪些，接下来我们就结合几道题来详细解释不定方程组的求解吧。

【例 1】某单位为业务技能大赛获奖职工发放奖金，一、二、三等奖每人奖

金分别为 800、700 和 500 元。11 名获一、二、三等奖的职工共获奖金 6700 元，

问有多少人获得三等奖？（ ）

A、3 B、4

C、5 D、6

不定方程组中求部分，用消元法。

适用前提剖析：

1、题干中有三个未知量。

2、所求量是三个未知量中任意两个之间的关系（又叫做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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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设获得一、二、三等奖的人数依次为 x、y、z，根据 11 人共获奖

金6700元，可得x+y+z=11，800x + 700у + 500z= 6700。联立消去x，得 y+3z=21，

代入 A 选项， z=3 时，则 y=12,不满足总人数 11，排除;同理排除 B、C。因此,

选择 D选项。

【例 2】甲买了 3支签字笔、7支圆珠笔和 1支铅笔，共花了 32 元，乙买了

4支同样的签字笔、10 支圆珠笔和 1支铅笔，共花了 43 元。如果同样的签字笔、

圆珠笔、铅笔各买一支，共用多少钱？（ ）

A、21 元 B、11 元

C、10 元 D、17 元

不定方程组中求整体，用赋零法。

适用前提剖析：

1、题干中有三个未知量。

2、所求量是三个未知量的和（又叫做求整体）。

3、且所求三个未知量前面的系数相同。

【解析】设签字笔、圆珠笔、铅笔的单价分别为 x、y、z 元,根据共花 32

元、共花 43 元，可得 3x+7y+z=32①; 4x+10y+z=43②,由于 y 的系数最大,可赋

y=0，代入 3x+7y+z=32①和 4x+10y+z=43②，解得 x=11, z=-1,故三种笔各买一

支共用 11+0+ (-1)=10 (元)。因此，选择 C选项。

【例 3】甲、乙、丙三种货物，如果购买甲 3件、乙 7件、丙 1件需花 3.15

元，如果购买甲 4件、乙 10 件、丙 1件需花 4.20 元，那么购买甲、乙、丙各 1

件需花多少钱？（ ）

A、1.05 元 B、1.40 元

C、1.85 元 D、2.10 元

不定方程组中求整体，用配系数。

适用前提剖析：

1、题干中有三个未知量。

2、所求量是三个未知量的和（又叫做求整体）。

【解析】设甲、乙、丙三种货物的单价分别为 x、y、z元。根据"需花 3.15

元"、"需花 4.20 元"，可得 3x +7y +z =3.15①，4x +10y +z =4.20②，①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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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x2，可得 x+y+z=1.05 (元) ，即购买甲、乙、丙各 1件需花 1.05 元。因此，

选择 A选项。

总结：在考试当中，不定方程组的考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求部分，用消元

法（即消掉一个不需要的未知量）；第二个是求整体，有两种方法，配系数和赋

零法（使用条件，在不定方程组中，求整体且整体前面的系数相同时可以使用）。

数量关系五：“假设法”有效解决问题

“假设法”是数学中思考问题的一种方法，在我们做数量关系题目的时候，

如果能够合理地进行“假设”，往往能使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所谓“假设法”，就是通过假设，再依照已知条件进行推算，根据数量上出

现的矛盾，进行比较，做出适当的调整，从而找到正确答案的一种方法。比如：

已知笼子中鸡、兔共有 20 个头，48 只脚，求鸡和兔各有多少只。我们可以假设

笼子中全是鸡，那么 20 头鸡一共有 40 个脚，题干中说有 48 只脚，说明笼子中

肯定有兔子。有几只兔子呢？我们可以从笼子当中拉出去一只鸡，拉进来一只兔

子，这样一拉一回，多了两只脚。对比题干，我们要多出来 8只脚，所以一拉一

回要操作（48－40）÷2 = 4 回，即笼子中有 4只兔子，16 只鸡。

相比较方程法而言，这种“假设法”的思维能够帮助我们很快地进行做题，

大大提高我们的做题速度，节省做题时间。下面，我们就运用“假设法”思维，

来解几道公考真题，以供大家学习运用。

【例 1】为节约用水，某市决定用水收费实行超额超收，月标准用水量以内

每吨 2.5 元，超过标准的部分加倍收费。某用户某月用水 15 吨，交水费 62.5

元。若该用户下个月用水 12 吨，则应交水费多少钱（ ）。

A.42.5 B.47.5

C.50 D.55

【解析】我们假设 15 吨用水没有超过分段节点，则应该缴纳费用 15×

2.5=37.5，远远小于 62.5 元，因此，15 吨用水量已经超过了月标准用水量；同

理，我们也对 12 吨用水量进行同样的假设，容易得到 12×2.5=30，小于四个选

项中的数据，因此，我们也得到 12 吨用水量也超过了月标准用水量。最后，12

吨比 15 吨少用了 3吨，那么相比较 62.5 元而言，少 3×5=15 元，最终的答案为：

62.5－15 = 47.5 元。答案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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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某餐厅设有可坐 12 人和可坐 10 人两种规格的餐桌共 28 张，最多

可容纳 332 人同时就餐，问该餐厅有几张 10 人桌（ ）。

A.2 B.4

C.6 D.8

【解析】我们假设该餐厅只有 28 张 10 人桌，所以可容纳 280 人就餐，相比

较题干中的 332 人就餐少了 52 人，说明肯定有 12 人桌，每差两个人就多出一个

12 人桌，52÷2 = 26，故有 26 个 12 人桌，一共有 28 张桌子，所以有 2 个 10

人桌。答案选 A。

【例 3】 小明负责将某农场的鸡蛋运送到小卖部。按照规定，每送到 1 枚

完整无损的鸡蛋，可得运费 0.1 元；若鸡蛋有损，不仅得不到该鸡蛋的运费，每

破损一枚鸡蛋还要赔偿 0.4元。小明 10月份共运送鸡蛋 25000枚，获得运费 2480

元。那么，在运送的过程中，鸡蛋破损了：

A.20 枚 B.30 枚

C.40 枚 D.50 枚

【解析】我们假设全部安全运到了，所得运费将比实际运费高，为什么实际

得到运费会少？因为破损一个鸡蛋不仅得不到 0.1 元，反而赔 0.4 元，相差 0.5

元。因此，实际少得的钱为：0.1×25000 －2480 = 20 元，故搬运中破损的鸡

蛋数量为：20÷（0.1+0.4）= 40。答案选 A。

鉴于篇幅有限，我们只选取了这三道真题以供大家学习“假设法”，值得大

家注意的是，用“假设法”解答类似“鸡兔同笼”的问题时，一是根据题意正确

地判断怎样“假设”；二是按照题目所给的数量关系进行推算，所得结果与题干

中对应的数量不符时，要能够正确的运用别的量加以调整，从而找到正确的答案。

数量关系六：赋值法

赋值法是数量关系中较为重要的方法，巧妙地使用赋值法可以快速提升做题

效率。顾名思义，赋值法是指给某些未知量赋予恰当的数值，从而将复杂问题简

单化，抽象问题具体化的一种方式。当试题中出现某个量，且这个量的具体大小

并不影响最终结果时，我们可以采用赋值法。赋值法在工程问题、经济利润问题、

行程问题、溶液问题等题型中的应用较为广泛，下面通过一些题目来详细介绍。

【例】（2017 广东）现有一批零件，甲师傅单独加工需要 4小时，乙师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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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加工需要 6小时。两人一起加工这批零件的 50%需要（ ）小时。

A.0.6 B.1

C.1.2 D.1.5

【答案】C

典型的工程问题，我们采用赋值法来解决。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工程问题，属于时间类。

第二步，赋值工作总量为 12（4 和 6 的公倍数），则甲的效率为 12÷4＝3 ，

乙的效率为 12÷6＝2。

第三步，一起加工这批零件的 50%，需要 12×50%÷（3+2）＝1.2（小时）。

因此，选择 C选项。

使用赋值法时，大家最大的困惑和疑问是什么时候或者说什么样的量可以赋

值，大体上讲，有 2个条件：第一，这个量在题目中没有具体提及它的大小；第

二，这个量也不能通过其他有具体数字大小的量计算得到。当然这两个条件比较

抽象，举个例子，比如上题中，想赋值工作总量为 12，前提条件是，题干中并

未直接给出工作总量，且也无法通过给出的时间求得工作总量，此时可以赋值总

量为某一个具体值。

在数量关系模块，当题干中出现分数、百分数、比例、倍数时，可以考虑采

用赋值法，具体表现为：

1.量与量之间之间具有明显比例关系时，用比例赋值法，即直接赋值比例。

【例】（2017 江西）将一批葡萄平均分装在 36 个箱子中，发现箱子没有装

满，如果每箱多装
1
8
，则只需要使用箱子：

A. 31 个 B. 32 个

C. 33 个 D. 34 个

【答案】B

由题干可知，现在每箱装的量与原来所装的量之比为 9∶8，可采用赋值法。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基础应用题，用赋值法解题。

第二步，赋值原来没有装满时每个箱子装葡萄的量为 8，则多装
1
8
之后每个

箱子装葡萄的量为 9，则只需要使用箱子＝36×8÷9＝3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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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B选项。

【例】（2019 联考上）某楼盘的地下停车位，第一次开盘时平均价格为 15

万元/个；第二次开盘时，车位的销售量增加了一倍、销售额增加了 60%。那么，

第二次开盘的车位平均价格为：

A.10 万元/个 B.11 万元/个

C.12 万元/个 D.13 万元/个

【答案】C

由题干可知，现在销量与原来的销量之比为 2∶1，可采用赋值法。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基础公式经济利润问题，用赋值法解题。

第二步， 销售额=平均价格×销售量，已知第一次开盘平均价格为 15 万元/

个，赋销售量为 1，则销售额为 15 万。第二次开盘时，销售量增加了一倍，即

为 2，销售额增加了 60%，得销售额为 15×（1+60%）=24（万元），故第二次开

盘平均价格为 24÷2=12（万元/个）。

因此，选择 C选项。

2.当三个量之间的关系满足“A=B×C 时”，且 A的量保持不变时，一般用公

倍数赋值法给 A赋值，即赋值多个量的公倍数。

【例】（2017 天津）一份溶液，加入一定量的水后，浓度降到 3%，再加入同

样多的水后，浓度降为 2%，该溶液未加水时浓度是：

A.6% B.4%

C.5% D.4.5%

【答案】A

本题中溶质的量保持不变，故将溶质的量赋为 2和 3的公倍数。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溶液问题，属于基础溶液，用赋值法解题。

第二步，加水过程中，溶质不变。赋值溶质量为 6（2、3的最小公倍数），

则第一次加入水后溶液量为 6÷3%＝200，第二次加入水后溶液量为 6÷2%＝300。

可知加入的水质量为 100。那么初始浓度为 6÷100＝6%。

因此，选择 A选项。

【例】（2017 江西）某超市购进三种不同的糖，每种糖所用的费用相等，已

知这三种糖每千克的费用分别为 11 元、12 元、13.2 元。如果把这三种糖混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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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成为什锦糖，那么这种什锦糖每千克的成本是：

A. 12.6 元 B. 11.8 元

C. 12 元 D. 11.6 元

【答案】C

本题中每种糖所用的费用相等，故将所用的费用赋为 11、12 和 13.2 的公倍

数。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经济利润问题，属于基础公式类，用赋值法解题。

第二步，根据每种糖的费用相等，赋值每种糖的费用为 132 元（11、12、13.2

的公倍数），则三种糖的重量分别为 132÷11＝12（千克）、132÷12＝11（千克）、

132÷13.2＝10（千克）。

第三步，什锦糖每千克的成本为 132×3÷（12＋11＋10）＝12（元）。

因此，选择 C选项。

通过上面几个例题，我们不难发现，如果遇到 A=B×C 的量化关系，且 A 为

不变量，则对 A赋值，一般赋值公倍数，如果对 B或者 C赋值，则按比例赋值。

赋值法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可以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当然，并不是所有的

题目都可以用赋值法进行求解，需要大家把握运用赋值法的使用前提，这样才能

在考试中运用自如。

数量关系七：巧解工程问题的两种方法

工程问题是每年都会涉及到的题型，而且工程问题相对于其他题型容易一些，

所以考生可以把工程问题作为学习数学运算的突破口，由简入难再去深入学习比

例类模块的经济利润、行程等问题。

工程问题经常涉及到的考点包括：一、给定时间型的工程问题；二、给定效

率型的工程问题；三、条件综合型的题目。工程问题常用的两种解题方法是赋值

法、比例法。给定时间型工程问题一般赋工程总量是时间的公倍数，这样所得的

效率都是又小又整的数，计算简便；如果是给定效率型的工程问题直接对效率进

行赋值。有些题目可以直接利用核心公式：  工作总量 工作效率 时间，工作总量

相同，效率和时间呈反比；时间/效率相同，工程总量和效率/时间呈正比。例如：

【例 1】一项工程，甲一人做完需 30 天，甲、乙合作完成需 18 天，乙、

丙合作完成需 15 天，甲、乙、丙三人共同完成该工程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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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天 B.12 天

C.8 天 D.9 天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给定时间型工程问题。赋工程总量为时间的倍数，因为最

后要求解的时甲+乙+丙的所需时间，所以只需赋工程总量为 30，即可得甲的效

率为 1，乙+丙的效率为 2，那么甲+乙+丙的效率为 3，则三人一起做所需时间为

30÷3=10（天）。

赋值的目的是为了把抽象的问题具体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本题在赋值

时如果把甲、乙合作的时间一起考虑进来赋工程总量为 90，那么计算起来会更

麻烦。

【例 2】（2017 年国考）工厂有 5 条效率不同的生产线。某个生产项目如果

任选 3 条生产线一起加工，最快需要 6 天整，最慢需要 12 天整；5 条生产线一

起加工，则需要 5天整。问如果所有生产线的产能都扩大一倍，任选 2条生产线

一起加工最多需要多少天完成？

A.11 B.13

C.15 D.30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给定时间型的工程问题。假设五条生产线的效率分别为

edcba 、、、、 ，且 edcba  。赋工程总量为 30，则 5
6
30

 cba ，

30 6
5

a b c d e      ， 可 知 1d e  。 如果产能提高一倍，则 '( ) 2d e  ，

所需 时间为
30 15
2
 （天）。因此，选择 C选项。

本题也可结合选项，根据比例推测正确答案。如果工程总量保持不变，时间

和效率呈反比，效率提升一倍，则时间减半。C、D 两个选项存在明显的 2 倍关

系，推测正确答案为 C选项。

还有一类常考的工程问题为给定效率型。题干有时会直接给出效率之间的比

值关系直接对比值进行赋值；有时会给出一个工程队，或一批相同的机器一起工

作，那么我们赋每个人或每台机器的效率为 1，例如：

【例 3】（2015 年国家） 某农场有 36 台收割机，要收割完所有的麦子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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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天时间。现收割了 7 天后增加 4 台收割机，并通过技术改造使每台机器的效

率提升 5%。问收割完所有的麦子还需要几天？

A. 3 B. 4

C. 5 D. 6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给的效率型工程问题。赋原来每台机器效率为 1，原来每

天的效率和为 36，改造后每天效率为 1.05，前 7天以 36 的效率工作刚好完成工

程总量的一半。根据比例关系，后面一半的工程效率为 1.05×40=42。工程总量

相同，时间和效率呈反比，效率为 36∶42=6∶7，那么所学时间为 7∶6，所以收

割完所有的麦子还需要 6天。因此，选择 D选项。

本题求解时即用到了赋值还用到了比例，所以说解决工程问题，赋值法和比

例法是最常用最有效的解题方法。下面我们就用这两种方法来解决一道较难的工

程问题：

【例 4】（2019 年联考）甲、乙两个工程队共同参与一项建设工程。原计划

由甲队单独施工 30 天完成该项工程三分之一后，乙队加入，两队同时再施工 15

天完成该项工程。由于甲队临时有别的业务，其参加施工的时间不能超过 36 天，

那么为全部完成该项工程，乙队至少要施工多少天？

A.30 B.24

C.20 D.18

【答案】D

【解析】本题为条件综合型工程问题。利用比例甲施工 30 天可以完成该项

工程三分之一，那么甲做该工程需 90 天；两队同时再施工 15 天完成该项工程的

三分之二，在这 15 天里甲做了六分之一，那么还剩下
2
1

6
1

3
2

 ，是乙 15 天完

成的，所以乙单独做此项工程需要 30 天。赋工程总量为 90，甲乙的效率分别为

1、3。甲最多参与施工 36 天完成工程总量为 36，还剩下的工程量乙做完至少需

要
90 36 18

3


 （天）。因此，选择 D选项。

相信通过本文的讲解考生会更加了解工程问题考查的题型和解题方法，希望

考生多加练习，夯实基础。从工程问题入手，继而找到打开比例类题型的钥匙。

数量关系八：经济利润问题怎么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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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这里和大家探讨一下数量关系中经济利润问题的类型和做题方法，希

望可以对大家提供帮助，顺利考上理想的岗位。

经济利润的题目是考试中常见的类型，它和行程问题是考试中最为重要，出

现频次最高的题目，但是它的难度却远小于行程问题，在竞争越来越大的今天，

更应该努力学好，拿到分数。

经济利润问题，在我们考试过程中主要是考查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常见经济

利润中基本公式的考查。在这个过程中会牵涉到很多的量，比如利润、成本、售

价等，需要大家熟记各个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公式一定要熟练掌握；第二种是

分段计费类的题目，分段计费题目难度不大，但是有时容易出现陷阱，特别是一

定要注意分段节点的位置，避免由于忽视前后差别导致计算错误。

我们首先来介绍第一类经济利润题目，我们先来看一道题目：

【例 1】某早餐店试营业主打套餐每份成本 8 元，售价 26 元。当天卖不完

的主打套餐不再出售，在过去两天时间里，餐厅每天都会准备 200 份主打套餐，

第一天剩余 20 份主打套餐，第二天全部卖光。问这两天该早餐店主打套餐共盈

余多少元？

A. 6680 B. 6840

C. 7000 D. 7160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题目是计算最终的利润，我们知道利润=售价-成本，在这

道题目中，告诉我们套餐每份成本 8元，售价 26 元，这就可以知道每份利润是

18 元。但我们是计算总利润，那还要乘以数量才可以。题目中说到：每天都会

准备 200 份主打套餐，第一天剩余 20 份主打套餐，第二天全部卖光，这就说明

总共卖了 380 份，剩余 20 份。那么总利润就该是 18×380-8×20=6680，所以选

择 A选项。

下面再来看一下第二类题目，分段计费类题目：

【例 2】某商品的单位利润和进货量的大小相关，进货总额低于 5万元时利

润率为 5％，低于或等于 10 万元时，高于 5万元的部分利润率在 10％，高于 10

万元的部分利润率在 15％。问当进货量在 20 万元时，一共有多少万元的利润？

A.1.75 B.2.25

C.3.15 D.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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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道标准的分段计费的题目，相对来说也算是比较简单的一道题目。

我们说对于分段计费的题目先找分段节点，然后分区间讨论。在这一题中明显可

以分成三段，5万，5万-10万，10万以上。然后就是分区间计算的过程：5×5%=0.25，

5×10%=0.5，10×15%=1.5。所以总利润就是 0.25+0.5+1.5=2.25 万元，因此，

选择 B选项。

【例 3】贾某在某停车场停车，每个月前几个小时内收费的基础价格为 5元

/小时，之后按照基础价格的 90％收费。某月贾某的停车时间为 120 小时，共交

了 545 元，则按照基础价格收费的时间为多少小时？( )

A.8 B.10

C.15 D.20

这一题同样也是分段计费，但和上个题目不同的地方是没有给出分段节点是

多少，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节点位置设成未知数 x，然后可以得到式子 5x+90%

×5（120-x）=545，解出来 x=10，因此，选择 B选项。

通过这三道题目我们发现，经济利润的题目整体难度不大，主要也就是我们

上面提到的这两种类型，希望大家能够掌握这一类题目的做题方法，在考场上顺

利拿到分数。

数量关系九：你必须要掌握的行程问题

行程问题是考试中的常考题型，平均每年 1~2 题，难易程度不定，但大部分

时候都是套用公式解题，因此小伙伴们只要把公式掌握好，做题就能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一般来说考试过程中，行程问题包含三类题型：基本行程问题、相遇

追及类、流水行船类。

1.基本行程问题

基本行程问题主要考查基本公式，常见的公式有 S＝vt， 1 2

1 2

2



v vv

v v
等，小伙

伴们一定要牢牢掌握。

【例 1】孙某坐公交车从家到学校，再从学校步行回家一共用了一个半小时，

已知步行速度比骑车速度慢 75%，骑车速度比公车慢 50%，那么孙某骑车从家到

学校需要：

A.10 分钟 B.20 分钟

C.30 分钟 D.4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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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前提剖析：

1、题干涉及到往返行程，一般会考查等距离平均速度问题。

2、题目没有任何具体值，可赋值跟题干条件相关的变量。

【解析】根据题意，赋孙某步行速度每分钟为 1，则骑车速度为 4，坐公交

车速度为 8，孙某从家去学校与从学校回家距离相等，可算出他往返学校与家之

间的平均速度， 1 2

1 2

2



v vv

v v
＝2×8×1÷（1＋8）＝16/9，则从学校到家的距离

为 16/9×90÷2＝80，故孙某骑车需要的时间为 80÷4＝20（分钟）。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解法二：可知孙某步行、骑车、坐公交车的速度之比为 1∶4∶8，

则行驶相同距离孙某步行、骑车、坐公交的时间之比为 8∶2∶1，设孙某坐车从

家到学校用时 t分钟，则从学校步行回家时间为 8t，可列式 t＋8t＝90，解得 t

＝10（分钟），故孙某骑车从家到学校需要 2t＝20（分钟）。

2.相遇追及类

相遇追及类包含内容较多，单次相遇追及、多次相遇、环形相遇追及等，解

题方法也是借助公式，下面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例 2】甲、乙两人从环形跑道的 A点同时出发背向而行，6分钟后两人第

一次相遇，相遇后两人的速度各增加 10 米每分钟，5 分钟后两人第二次相遇，

问环形跑道的长度为多少米？（ ）

A.600 B.500

C.400 D.300

适用前提剖析：

1、整个题干中给出具体数据，包含相遇时间、速度相关条件。

2、行程问题给定时间、速度相关条件，求路程，可用方程法解题。

【解析】设甲、乙两人速度分别为 a、b，环形跑道长度为 s，根据题意可列

式：s＝（a＋b）×6①；s＝（a＋10＋b＋10）×5②，联立①②解得 s＝600（米）。

因此，选择 A选项。

3.流水行船类

流水行船类行程问题主要涉及到的是顺流和逆流两个过程，小伙伴需要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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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这两个过程中的两个速度，把这两个搞清楚了，题目就不会太混乱。

【例 3】一艘游轮从甲港口顺水航行至乙港口需 7小时，从乙港口逆水航行

至甲港口需 9小时。问如果在静水条件下，游轮从甲港口航行至乙港口需多少小

时？（ ）

A.7.75 小时 B.7.875 小时

C.8 小时 D.8.25 小时

适用前提剖析：

1、整个题干中给出的具体数据，都是时间。

2、路程、速度、时间这三类量中给出一类量，可以赋值。

【解析】赋甲乙两个港口之间的距离为 63，根据题意可知，游轮顺水速度

为 9，逆水速度为 7，设游轮在静水中速度为 a，水速为 b，可列式 a＋b＝9①；

a－b＝7②，联立①和②解得 a＝8，b＝1，则游轮在静水条件下从甲港口到乙港

口需要时间为 63÷8＝7.875（小时），因此，选择 B选项。

通过上面几个例题，简单介绍了行程问题的题型和解题思路，小伙伴们，都

掌握住了么？最后，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能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多多努

力，早早上岸。

数量关系十：排列组合去重复

众所周知，重复计数是排列组合问题的主要错误之一，而此类问题具有隐蔽

性，不易被发现。本文就排列组合中几种常见的重复性错误加以剖析，以期来提

升大家解决问题的能力。

排列组合问题中一个最核心的要素是不重不漏，那如何才能避免重复计数呢，

这就需要我们了解重复产生的原因。常见的容易产生重复的情况主要有三类：第

一，分步引起重复计算；第二，平均分组易重复计算；第三，环形排列易重复计

算，这里我们先介绍前两类：

一.分步引起重复计算

【例】从 5名男生 5名女生中选出 4人，去参加培训，在选出的 4人中至少

有 1名男生 1名女生的情况数有多少种？

【错解】先在 5 名男生中选择 1 名，有 1
5C 种，再在 5 名女生中选择 1 名，

有 1
5C 种，然后在剩余的 8 人中再选出 2 人，有 2

8C 种，根据分步计数原理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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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5 5 8 700C C C   种。

剖析：假设甲、乙为 2名男生，丙、丁为 2名女生，根据上述选法，其中有

一种取法可以是“先选甲，再选丙，再选乙和丁”，另外一种取法是“先选乙，

再选丁，再选甲和丙”。显然这两种取法是同一种结果，但上述解法却将其当成

两种情况，导致重复。

究其原因是本题使用了分步计数原理，而分步本身就包含顺序（有先有后），

与排列相关。但是本题中无论是选择两名男生还是两名女生，只是一个组合，跟

顺序没有关系，因此出现了重复计数。

【正解】分成三类：

（1）1男 3女，有 1 3
5 5 50C C  种

（2）2男 2女，有 2 2
5 5 100C C  种

（3）3男 1女，有 1 3
5 5 50C C  种

共 50＋100＋50＝200 种。

类似的题目在公考中屡见不鲜，下面就通过两道题目对比理解：

【例 1】（2016 联考）在九宫格内依次填入数字 1—9，现从中任取两个数，

要求取出的两个数既不在同一行也不在同一列，共有多少种不同取法？

A.9 B.18

C.36 D.45

【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排列组合问题，属于基础排列组合。

第二步，先从 9 个数字中任选 1 个数，有 1
9C 种情况，去掉一行一列后，再

选第二个数有 1
4C 种情况。而本题要求任意取出两个数，属于随机取数（即取出

的两个数没有先后顺序），故共有
1 1
9 4
2
2

18
C C
A

 （种）不同取法。

因此，选择 B选项。

【例 2】（2016 河南）在 7×7的队列中，先随机给一个队员戴上红绶带，再

给另一个队员戴上蓝绶带，要求戴两种颜色绶带的这两位队员不在同一行也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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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列。问有多少种戴法？

A.1048 B.1374

C.1764 D.1858

【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排列组合，属于基础排列组合。

第二步，根据 7×7 的队列知，共有 7×7＝49（人），则选出一人戴红绶带

有 1
49C ＝49（种）情况。

第三步，要使所选出 1人不在同一行也不在同一列，可知戴蓝绶带人选有 6

×6＝36（人），故从中选出一人戴蓝绶带共有 1
36C ＝36（种）情况。总的戴法为

49×36＝1764（种）情况。

因此，选择 C选项。

观察例 1 和例 2，我们会发现，例 1 要求“任取两个数”，所以采用分步计

算后需要剔除重复；而例 2要求“先给一个队员戴上红绶带，再给另一个队员戴

上蓝绶带”有先后顺序，直接相乘即可。通过两道例题，我们可以总结如下：①

如果按照顺序选取（或有先后顺序），则无重复；②如果随机选取（即无顺序），

则有重复，需要剔除重复，剔除的方式是如果选取 M个数，就除以 M
MA 。

二.平均分组易重复计算

【例】将 6个人平均分成 3组，每组 2人，有多少种分组方式？

【错解】分 3步：首先在 6人中任取 2人，作为一组有 2
6C 种；之后在余下 4

人中再取 2 人，有 2
4C 种；最后剩下 2 人作为一组，据分步计数原理知共有

2 2 2
6 4 2 =90C C C  种。

剖析：将 6人分别看为甲、乙、丙、丁、戊、己，假设第 1种取法是“先取

甲乙，再取丙丁，最后取戊己，分成 3组”，第 2种取法是“先取丙丁，再取甲

乙，最后取戊己，分成 3组”，可见 2种取法是同一种分组方式，出现了重复计

数。

【正解】首先在 6 人中任取 2 人，作为一组有 2
6C 种；之后在余下 4 人中再

取 2 人，有 2
4C 种；最后剩下 2 人作为一组，再除以平均分组的重复次数 3

3A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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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共有
2 2 2
6 4 2

3
3

15
C C C

A


 
种。

下面通过几道公考题目加深理解：

【例 3】（2015 四川）将 10 名运动员平均分成两组进行对抗赛，问有多少种

不同的分法？

A.120 B.126

C.240 D.252

【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排列组合问题，属于基础排列组合。

第二步，由平均分成两组知，第一组先选出 5人有 5
10C ＝252（种）种分法，

剩下 5人自动成为第二组。由于没有先后顺序区别，所以有 2
2

252
A

＝126（种）。

因此，选择 B选项。

在解决平均分组类问题时，如果分成 N组，需要除以 N
NA 来剔除重复。

【例 4】（2018 浙江）某班共有 8 名战士，现在从中挑出 4人平均分成两个

战斗小组分别参加射击和格斗考核，问共有多少种不同的方案？

A.210 B.420

C.630 D.840

【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排列组合问题，属于基础排列组合。

第二步，先从 8名战士中挑出 4人，有 4
8 70C  （种）；再从这 4名战士中选

择 2人参加射击考核，有 2
4 6C  （种）；最后剩余的两名战士参加格斗考核，有 2

2 1C 

（种）；分步用乘法，共有 70×6×1＝420（种）。

因此，选择 B选项。

究其实质本题有两个过程，第一，先分成 2个 2人小组，第二，分组之后去

参加两个不同的小组，故需再乘以 2
2A ，即

2 2
28 6
22

2

C C
A

A
  。

【例 5】（2017 江苏）某单位组织志愿者参加公益活动，有 8 名员工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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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名超过 50 岁。现将他们分成 3组，人数为 3、3、2，要求 2名超过 50 岁

的员工不在同组，则不同分组的方案共有：

A.120 种 B.150 种

C.160 种 D.210 种

【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排列组合问题，属于基础排列组合。

第二步，根据要求 2名超过 50 岁的员工不在同组，有以下 2种情况：

①分别在 2个三人组，有 2 2 2
6 4 2 90C C C   （种）情况；

②分别在 1个三人组，1个二人组，有 1 2 3 1
2 6 4 1 120C C C C    （种）情况。

第三步，不同分组的方案共有 90＋120＝210（种）。

因此，选择 D选项。

例 5是平均分组中较难的综合题目，但你只要明白了平均分组本质及原理，

本题也会迎刃而解。

数量关系十一：排列组合中的至少分配模型

“至少分配 1 个/n 个”是排列组合问题中的一种常见模型，解决这类问题

的方法是隔板法。由于这种模型有固定的套路，考生应该优先掌握这种模型。

隔板法适用的特征是：有若干个相同的元素要分成若干组；最基本的问法是：

将 M个相同的元素分给 N个对象，每个对象至少分得一个的方式有多少种？

处理这种形式，在 M个元素形成的 M－1个空里，挑选 N－1个空各插入一个

板，就可以将 M个元素分成 N组，且每组不少于一个；即有
N-1
M-1C 种分法。

【例 1】（2014 河南）将 7 个大小相同的桔子分给 4个小朋友，要求每个小

朋友至少得到 1个桔子，一共有几种分配方法？

A. 14 B.18

C.20 D.22

【答案】C

【解析】要满足 7 个相同桔子分给 4 个小朋友，每人至少一个，可以将 7

个桔子摆一排，在中间的 6个空中插 3个板，则共有 3
6C ＝20（种）。因此，选择

C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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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板法有很多种变形，目前常考的基本上是变形类考法，即“至少 1个”变

形为“至少 n个”，这种情况要先转化为“至少 1个”，再使用隔板法。

如上题可改为以下三种形式：

（1）将 7 个大小相同的桔子分给 3 个小朋友，要求每个小朋友至少得到 1

个桔子，一共有几种分配方法？

（2）将 7 个大小相同的桔子分给 3 个小朋友，要求每个小朋友至少得到 2

个桔子，一共有几种分配方法？

（3）将 7个大小相同的桔子分给 3个小朋友，一共有几种分配方法？

第（1）种形式，直接使用公式，即分法有 2
6C =15（种）。

第（2）种形式，先给每个小朋友都分一个，转化为有 4个桔子分给 3个小

朋友，每个小朋友至少 1个，则可以直接使用公式，即分法有 2
3C =3（种）。

第（3）种形式，先从每个小朋友那里“借”来一个，转化为有 10 个桔子分

给 3 个小朋友，每个小朋友至少 1 个，则可以直接使用公式，即分法有 2
9C =36

（种）。

可以看出，这三种形式是有联系的，至少 0个、至少 1个、至少 2个，空隙

分别是 9、6、3。有了这种转化，就可以轻松应对变形类的隔板法题目。

【例 2】（2013 陕西）某领导要把 20 项任务分给三个下属，每个下属至少分

得三项任务，则共有多少种不同的分配方式？

A.28 B.36

C.54 D.78

【答案】D

【解析】由每个下属至少分三项任务，可先给每个下属分 2个任务，还剩余

20－2×3＝14（项）任务。再将 14 项任务分给三个下属，每人至少一个，就能

保证每个下属至少三项任务，共有 2
13C =78（种）分配方式。因此，选择 D选项。

除了这种变形类的隔板法之外，隔板法在其他类型的数量题目中也有着奇妙

的应用，以下列举两类应用题型。

第一类是特定形式的整数类不定方程的求解。可以把数值 n想象成 n个 1，

就可以在若干个 1中插入板子。比如在不定方程 x+y+z=5 中，x、y、z有多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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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整数解？可以把 5想象成 5个 1，那么相当于把 5个元素分成 3组，每组至少

1个，那么根据公式有
2
4C =6（种）分配方式，即该不定方程有 6组正整数解。

【例 3】（2015 吉林甲）某人想要通过掷骰子的方法做一个决定，他同时掷

3颗完全相同且均匀的骰子，如果向上的点数之和为 4，他就做此决定，那么，

他能做这个决定的概率是：

A.1/36 B.1/64

C.1/72 D.1/81

【答案】C

【解析】（1）枚举解法：

第一步，本题考查概率问题，属于基本概率。

第二步，掷 3颗骰子，满足向上的点数之和为 4，可分为 3种情况：（1，1，

2）、（1，2，1）、（2，1，1）。总的情况数为 6³=216，故概率为 3÷216=
1
72

。因

此，选择 C选项。

（2）隔板解法：

三枚骰子点数之和是 4，相当于 x+y+z=4 有多少组正整数解，即将 4个 1分

为 3组，每组至少一个 1，那么有
2
3C =3（种），总的情况数为 6³=216，故概率为

3÷216=
1
72

。因此，选择 C选项。

第二类是考了十几年仍经久不衰的“答对、答错与不答”类题目。这类题目

的分数可能，即 n道题目分成 3组，有多少种分法？此时需要先“借”3道，再

进行插板应用。注意由于分值不同，需要去掉重复情况。

【例 4】（2008 深圳）某次数学竞赛共有 10 道选择题，评分办法是答对一道

得 4分，答错一道扣 1分，不答得 0分。设这次竞赛最多有 N种可能的成绩，则

N应等于多少？

A.45 B.47

C.49 D.51

【答案】A

【解析】（1）枚举解法：

第一步，本题考查其他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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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答对 10 题最高为 40 分，答错 10 题最低为-10 分，从-10 到 40 共

51 个分值，其中，39、38、37、34、33、29 共 6 个分值无法取得，N 应等于 51

－6＝45。因此，选择 A选项。

（2）隔板解法：

本题可转化为 10 道题目分成“答对”、“答错”、“不答”3 组，有多少种分

法？先“借”3道题目，代入隔板模型分数有
3 1
13 1C －
－ =

2
12C =66（种）。

注意到在分数上答对 1道+答错 4道=不答 5道，因此这 5道题的分数被重复

计算了两次，比如 10 分可能是答对 3 道+答错 2 道+不答 5 道，也可能是答对 4

道答错6道；去重复则先拿出不答的5道题，剩下的5道分成3组，有
3 1
8 1C －
－ =

2
7C =21

（种），去掉 21 种即为所求，66－21=45（种）。因此，选择 A选项。

【例 5】（2018 浙江）某测验包含 10 道选择题，评分标准为答对得 3分，答

错扣 1分，不答得 0分，且分数可以为负数。如所有参加测验的人得分都不相同，

问最多有多少名测验对象？

A.38 B.39

C.40 D.41

【答案】A

【解析】（1）枚举解法：

第一步，本题考查其他杂题。

第二步，答对 10 题最高为 30 分，答错 10 题最低为-10 分，从-10 到 30 共

41 个分值，其中，29、28、25 共 3 个分值无法取得，分数的可能有 41－3=38（种），

即测验对象最多 38 人。因此，选择 A选项。

（2）隔板解法：

本题与上一题完全一致，先“借”3 道题目，代入隔板模型分数有

3 1
13 1C －
－ =

2
12C =66（种）。注意到答对 1道+答错 3道=不答 4道，去重复则先拿出 4

道题，剩下的 6 道分成 3 组，有
3 1

1C －
9－ =

2
8C =28（种），去掉 28 种即为所求，66

－28=38（种），即测验对象最多 38 人。因此，选择 A选项。

可以发现，即使是简单的数量关系题目，也有许多值得细细研究，领悟数学

之美。当然在考场上考生切忌太过深入把玩题目，只要平时掌握隔板法的特征和



好老师 好课程 好服务

26

具体套路，考试时做对“至少 n个”的分配模型即可。华图教育衷心希望广大考

生认真学习、金榜题名！

数量关系十二：几何概率

近几年概率问题考查的越来越多，其中几何概率也随之成为一个小的热点模

型。几何概率的本质非常简单，考试题目难度一般不大，如果掌握了几何概率的

本质则很容易拿到这部分题目的分数。

先来看定义：如果每个事件发生的概率只与构成该事件区域的长度、面积或

体积成比例，则称这样的概率模型为几何概率模型，简称为几何概型。

这个定义的本质其实就是在一个几何维度中，每一个点被取到的机会都一样。

相对于基础的概率公式，把可以计数的“满足条件的情况数”变成了不可计数的

“满足条件的长度/面积/体积”，将等可能事件的概念从有限向无限进行了延伸，

也 是 初 中 学 习 的 内 容 。 那 么 几 何 概 率 的 公 式 就 变 成 了

p=满足条件的长度/面积/体积

总的长度/面积/体积
。

【例 1】（2019 上海 A/B）射击用的靶子是由若干个同心圆组成，最中心的

圆代表 10 环，而 10 环外圈的一个圆环代表 9环。在随机射击时，若要使得击中

10 环和 9环的概率相同，那么 10 环外圈半径与 9环外圈半径的比值为：

A.1 B. 2

C.1/2 D.
2
2

【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几何概率。

第二步，要使得击中 10 环和 9环的概率相同，根据几何概率基本公式，则

10 环和 9环的面积相同。如下图所示，设 10 环外圈的半径为 r1，9环外圈的半

径为 r2，根据面积相等有πr1²=πr2²－πr1²，整理得 r1∶r2=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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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D选项。

在圆形区域内考查几何概率比较多见，需要根据圆内各个半径计算面积的比

值从而计算概率。2018 年上半年多省市联考也考到了这样一道几何概率：

【例 2】（2018 联考上）小波通过往圆圈里投掷米粒（米粒本身长度不计，

视为一个点）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周末活动。经过试验，他将米粒投进圆圈内的成

功率达到 100%，但投掷在圆内的位置随机。如果米粒到圆心的距离大于圆半径

的一半，那么他周末去看电影；若米粒到圆心的距离小于半径的 1/4，他会去打

篮球；否则，他将在家看书。据此可知小波周末不在家看书的概率为：

A.13/16 B.2/5

C.3/5 D.1/16

【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几何概率问题。

第二步，如下图所示，赋值圆圈 A的半径为 4，则到圆心距离为圆 A半径一

半的圆 B的半径为 2，到圆心距离为圆 A 半径的 1/4 的圆 C 半径为 1，根据面积

的比等于半径之比的平方，可得圆 A、B、C 的面积之比为 16∶4∶1，那么留在

家看书的概率为（4－1）÷16=
3
16

。

第三步，小波周末不在家看书的概率为 1－
3
16

=
13
16

。

因此，选择 A选项。

这两道题都是考查几何概率的考题中比较简单的题目。近几年也考查过一些

比较难的题目，这一类题目需要考生理解模型，从而在建造几何模型的过程中胸

有成竹。当然如果考场上第一次遇见，没思路也可以放弃。

【例 3】（2018 江西）将一长度为 L的线段任意截成三段，设 P1为所截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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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段能构成三角形的概率，P2为所截的三线段不能构成三角形的概率，则下列选

项正确的是：

A.P1=P2 B.P1＞P2

C.P1＜P2 D.不能确定 P1、P2的大小关系

【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几何概率问题。

第二步，如图，设线段长度为 1，第一个点坐标为 y，第二个点坐标为 x，

三条线段长度分别为 y、x－y、1－x。

由于 ，因此 x、y的取值区间如图：

要让三条线段能够组成三角形，则需要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用公式表达：

用图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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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阴影部分即为可以构成三角形的 x、y取值。

第三步，根据图形面积可知，能够构成三角形的概率 P1为 1/4，不能构成三

角形的概率 P2为 3/4，则 P1＜P2。

因此，选择 C选项。

本题难度十分大，但这道题在考场上也可以根据选项去选择：一根线段分成

3截，两边之和与第三边的关系为：大于、等于或小于。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

三边、两边之差小于第三边，所以能构成三角形的概率小于不能构成的概率。

这种在直角坐标系里寻找几何概率的题目在公考中并不少见。无独有偶，

2019 年江苏考了一道与【例 3】几乎一模一样的题目，只是选项更不好猜测。

【例 4】将一根绳子任意分成三段,则此三段能构成一个三角形的概率是：

A.1/4 B.1/3

C.1/2 D.3/4

本题答案选择 A，做法跟例 3一模一样。本题难度很大，华图在线题库后台

显示本题正确率只有 18%。事实上可以根据选项相关，猜测答案为 A、D 中较小

的那一个。

可以发现，几何概率如果给出了几何模型，就是简单的概率题目，必须拿分；如

果需要在直角坐标系中自己构建模型，则可以根据选项猜测正确答案。在考场上

不论什么方法，只要能选出正确答案，就是好方法。

数量关系十三：平面路径问题

在平面几何中，我们常常会碰到与路径相关的问题，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

第一，对于给定的平面几何图形，如果已知起点和终点，按照指定的规则，求不

同路径的数量；第二，对于给定的平面几何图形，要求走完每一段路，求最短路

径；第三，计算平面图形中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由于平面路径系列问题内容较

多，计划分三次来给大家呈现，本次主要介绍第一类：

对于给定的平面几何图形，如果已知起点和终点，按照指定的规则，求不同

路径的数量。一般通用的方式是逐点标数（本质为递推和数列）。具体方法：①

确定起点和终点，在起点处标 1；②确定运动方向（转化成上下左右）后转换角

度，即每一点可能来的路径数；③由起点到终点（由近及远）逐级求和，每一个

点的路径数等于可能到达它的点的路径数之和。理论比较抽象，我们通过几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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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一起来看一下：

【例 1】小张从华兴园到软件公司上班要经过多条街道（软件公司在华兴园

的东北方）。假如他只能向东或者向北行走，则他上班不同走法共有：

A.12 种 B.15 种

C.20 种 D.10 种

【答案】D

【解析】

第一步，已知了起点和终点，并确定了向东和向北的运动方向，求不同走法

的总数，采用逐点标数法。先在起点处标 1，并在正东和正北方向标 1，如下图：

第二步，除起点外，任何一点只能从它的左边和下边过来（因为要求路程最

短），分析之后，接着可以标记余下点的路径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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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D选项。

【例 2】（2019 河北）小赵从家出发去单位上班要经过多条街道（如图），假

如他只能向西或向南行走。则他上班有多少种不同的走法？

A.6 B.24

C.32 D.35

【答案】D

【解析】

第一步，已知了起点和终点，并确定了向西和向南的运动方向，求不同走法

的总数，采用逐点标数法。先在起点处标 1，并在正西和正南方向标 1，如下图：

第二步，除起点外，任何一点只能从它的上边和右边过来（因为要求路程最

短），分析之后，接着可以标记余下点的路径数。如下图：

因此，选择 D选项。

除了标数法之外，还有部分同学会想到用排列组合的方式来求解。如例 1

种根据“从华兴园到软件公司上班只能向东或者向北行走，至少要走过两条横向

马路，三条纵向马路，共 5 段路”，只要从 5段路中，选择 2段路走横向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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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共 2
5 10C  种。同理，例 2也可以使用排列组合的方式，即四条横向道路，三条

纵向道路，共 7段路，只需要从 7段路中，选择 3段路走纵向即可，共 3
7 35C  种。

但此类方式有其局限性，并不是通用的解法，如下面的例题使用排列组合的方式

会比较困难，而标数法却比较简单。

【例 3】（2015 黑龙江）从 A地到 B地的道路如图所示，所有转弯均为直角，

问如果要以最短距离从 A地到达 B地，有多少种不同的走法可以选择？

A.14 B.15

C.18 D.21

【答案】B

【解析】

第一步，已知了起点和终点，题干要求最短距离只能向右或向上行进，求不

同走法的总数，采用逐点标数法。先在起点 A处标 1，并在正东和正北方向标 1，

如下图：

第二步，除起点外，任何一点只能从它的左边和下边过来（因为要求路程最

短），分析之后，接着可以标记余下点的路径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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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B选项。

【例 4】（2014 山东）A、B、C三地的地图如下图所示，其中 A在 C正北，B

在 C正东，连线处为道路。如要从 A地到达 B地，且途中只能向南、东和东南方

向行进，有多少种不同的走法：

A.9 B.11

C.13 D.15

【答案】D

【解析】

第一步，已知了起点 A和终点 B，题干要求最短距离只能向南、向东或东南

行进，求不同走法的总数，采用逐点标数法。先在起点 A处标 1，并在正南方向

标 1，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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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任何一点只能从它的上边、左边和左上方向过来（因为要求路程最

短），分析明白之后，接着可以标记余下点的路径数。如下图：

因此，选择 D选项。

对于平面几何中的路径类问题，即给定一个平面几何图形，已知起点和终点，

按照指定的规则，求不同路径的数量的题目，虽然针对部分简单图形，排列组合

可以使用，但并不是最常用的解法，我们最常用的解法是标数法（本质为递推和

数列）。当然，需要各位同学把握好题目特征以及具体方法的操作步骤，只有熟

练掌握才能灵活自如地运用。

数量关系十五：巧解最不利构造问题

数量关系虽难，但是有很多的解题技巧、套路和方法。比如数量关系中常考

的一种题型——最值问题。最值问题在考试中常见的有三种题型，分别是最不利

构造、数列构造、多集合反向构造。其中最不利构造是一类有固定解题套路的题

型，只要学会解题方法，能够熟练应用，那么最不利构造类题目是考场中比较容

易拿分的一种题型。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最不利构造类题目的解题方法。最不利构造类题

目的题型特征是：至少……保证……。比如有编号为 1~13 的卡片，每个编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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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共 52张卡片。问至少摸出多少张，就可保证一定有3张卡片编号相连？“至

少”摸出多少张就可“保证”一定有 3张卡片编号相连，是一个典型的最不利构

造问题。当判定一个题目是最不利构造问题以后，我们就可以用固定套路解题了。

具体操作如下：

①确定最不利情况：要求 3张卡片编号相连，最不利的情况是已摸的牌里只

有 2张编号相连：1、2、4、5、7、8、10、11、13（或 1、3、4、6、7、9、10、

12、13）。

②求出所有不利情况的总和：每个编号 4张，共 4×9＝36（张）卡片。

③答案=所有不利情况＋1：答案=36+1=37（张），即至少摸出 37 张，就可保

证一定有 3张卡片编号相连。

通过以上几步，我们可以发现，最不利构造类题目是有固定套路的，我们只

要掌握了解题套路，那么最不利构造类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下面我们一起看几道例题，应用一下最不利构造类题目的解题方法。

【例 1】（2019 重庆）某地区招聘卫生人才，共接到 600 份不同求职者的简

历。其中，临床、口腔、公共卫生和护理专业分别有 200 人、160 人、140 人和

100 人，问至少有多少人被录用，才能保证一定有 140 名被录用者专业相同？

A. 141 B. 240

C. 379 D. 518

【答案】D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最值问题中的最不利构造问题。

第二步，要保证 140 名录用者专业相同，则最不利的情形是只有 139 名满足，

则所有的最不利情形=139+139+139+100=517（名），则所求=517+1=518（名）。即

至少有 518 人录用，才能保证一定有 140 名录用者专业相同。

因此，选择 D选项。

【注意】保证值为 140，最不利值为 139，若某专业人数小于最不利值，则

求所有不利情况的总和时，此专业只需保留实际总人数即可。

【例 2】（2011 北京）有 17 个完全一样的信封，其中 7个分别装了 1元钱，

8个分别装了 10 元钱，2个是空的，问最少需要从中随机取出几个信封，才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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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支付一笔 12 元的款项而无需找零？

A. 4 B. 7

C. 10 D. 12

【答案】D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最值问题，属于最不利构造。

第二步，构造最不利情况，分析可知，12 元＝10 元＋1元＋1元，最不利的

情况为 2个空的、8个 10 元的、1个 1元的，共计 11 个，根据最不利＋1，此时

再拿出 1个必然可以构造出 12 元。可知最少应取出 11＋1＝12（个）信封。

因此，选择 D选项。

【注意】最不利情况即尽可能多取出信封但依然无法满足题目要求保证的事

件，若先取出 2个空信封，再取出 7个 1 元的信封，再加 1个 10 元的信封，即

可满足保证，此时仅取出 10 个信封，未达到“最不利”，排除。

【例 3】（2016 山东）某个社区老年协会的会员都在象棋、围棋、太极拳、

交谊舞和乐器五个兴趣班中报名了至少一项。如果要在老年协会中随机抽取会员

进行调查，至少要调查多少个样本才能保证样本中有 4名会员报的兴趣班完全相

同?

A. 93 B. 94

C. 96 D. 97

【答案】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最值问题，属于最不利构造。

第二步，最不利构造问题的答案＝最不利情况＋1。由报名了至少一项，可

得报名方式有 1 2 3 4 5
5 5 5 5 5 31C C C C C     （种）。要求有 4名会员报名情况相同，最

不利的情况为每种报名方式各有 3人，共 3×31＝93（人）。故至少要调查 93＋1

＝94（个）样本，才能保证样本中有 4名会员报的兴趣班完全相同。

因此，选择 B选项。

【注意】此题中的所有不利情况共分 5类，并需结合排列组合的知识进行计

算，知识点较为综合难度较大，同学们计算时需认真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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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三个例题我们发现，最不利构造类题目，解题方法基本一致，最不利值

均为“保证值－1”、答案均为“所有不利情况＋1”，唯有找出所有最不利情况的

总和才能得出正确答案。

数量关系的题目几乎都是有方法可寻、有技巧可用，多学习基础课，多做题，

相信同学们一定能有更多收获。

数量关系十六：巧解数列构造问题

数量关系虽难，但是有很多的解题技巧、套路和方法。比如数量关系中常考

的一种题型最值问题。最值问题在考试中常见的有三种题型，分别是最不利构造、

数列构造、多集合反向构造。前面已经讲过最不利构造的方法，今天我们就一起

来学习一下数列构造类题目的解题方法。数列构造类题目的题型特征是已知多项

之和，求某一项的最值。比如已知 5人一共考了 400 分，求排名第二的最少考了

多少分？已知 5人之和为 400，求第二名的最低分，是一个典型的数列构造问题。

当我们判定一个题目是数列构造问题以后，我们可以用构造法解题。

构造法具体操作如下：

1 列表：列表标出一共有几项和这几项之和；

2 确定所求目标：问谁设谁为未知数 x；

3 构造：构造其余数据；

4 列方程：每一项之和等于总和；

5 确定答案：解方程。

通过以上几步，我们可以发现，数列构造类题目还是有固定套路的，我们只

要掌握了解题套路，那么数列构造类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下面我们一起看几个例题，应用一下数列构造类题目的解题方法。

【例 1】（2015 广东）在一次抽奖活动中，要把 18 个奖品分成数量不等的 4

份各自放进不同的抽奖箱。则一个抽奖箱最多可以放多少个奖品？

A.6 B.8

C.12 D.15

【答案】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最值问题，属于数列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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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设一个抽奖箱最多可以放 x个奖品。要使一个抽奖箱奖品最多，则

其余抽奖箱奖品尽量少。由于数量不等，故其余三个抽奖箱放置的奖品个数分别

为 1、2、3。

第三步，那么可列方程 x＋1＋2＋3＝18，解得 x＝12。

因此，选择 C选项。

【例 2】（2017 江苏 A）在一次竞标中，评标小组对参加竞标的公司进行评

分，满分 120 分，按得分排名，前 5名的平均分为 115 分，且得分是互不相同的

整数，则第三名得分至少是多少？

A.112 分 B.113 分

C.115 分 D.116 分

【答案】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最值问题，属于数列构造。

第二步，设第三名为 x分，总分一定的情况下，为使 x至少，则其他名次的

分数尽可能高。由于得分是互不相同的整数，则前两名最高为 120、119 分，后

两名最高为 x－1、x－2。

第三步，根据题意可列方程：115×5＝120＋119＋x＋x－1＋x－2，解得 x

＝113。

因此，选择 B选项。

【例 3】（2015 陕西）植树节到来之际，120 人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共分成

人数不等且每组不少于 10 人的六个小组，每人只能参加一个小组，则参加人数

第二多的组最多有多少人？

A.32 B.33

C.34 D.35

E.36 F.37

G.38 H.39

【答案】E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最值问题中的数列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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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若使参加人数第二多的组人数最多，则其他组人数尽可能少。设人

数第二多的组有 x人，结合人数不等且不少于 10 人，可得六组人数分别为 10、

11、12、13、x、x＋1。

第三步，总人数为 10＋11＋12＋13＋x＋（x＋1）＝120，解得 x＝36.5，故

人数第二多的组最多有 36 人。

因此，选择 E选项。

通过三个例题我们发现，数列构造类题目，解题方法基本一致，都是构造法，

唯一的区别在于题目中有没有给出“各不相同”，如果没给出，则各项之间可以

相等；如果给出了，则各项之间不能相等，这是考试时比较易错的一点，需要考

生在考试的时候注意。

数量关系十七：周期问题怎么做？

数量关系一直是大家比较害怕提及的话题点，但是周期问题犹如一股清流，

迎来了很多小粉丝，但是未经梳理，大家对此类问题的了解相对片面，我们先来

看一道例题。

【例 1】标有①②③④⑤⑥⑦记号的 7个杯子依次放在桌上，现在①③⑤⑦

四个杯子杯口朝上，其余杯子杯口朝下，小张从①到⑦顺次翻转杯子，经过 2019

次翻转后，杯口朝上的杯子记号为（ ）。

A.②⑤⑦ B.②④⑤⑦

C.①③④⑥ D.①③⑥

【解析】先识别出来这是个周期问题，有些考生看到这个题目的第一反应就

是枚举，枚举第 14 次翻转回到原来的位置，再继续往下用周期的方法计算，也

可以得出正确答案，就匆忙对答案，也不会去思考是否会有更简易的方法，这便

是周期问题经常被对待的方式。那这里需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更适合的方法，题中

有 7个杯子，每翻转 14 次，7个杯子都翻转 2次，杯口朝向回到初始状态，即

转换 14 次为一个循环周期，2019÷14＝144…3，即求初始状态下翻转 3次的杯

口朝向情况，①②③号杯子各翻转一次，杯口朝上的是②⑤⑦。因此，选择 A

选项。看到这里是不是恍然大悟，紧急需要下一道题目来激发内心的激动，我们

继续来看下一个题目。

【例 2】标有 a、b、c、d、e、f记号的六盏灯按序排成一行。每盏灯装有

开关，现有 b、d两盏灯亮着，其余灯是灭的。某测试人员拉动 a灯开关，并按

序拉动 b、c、d、e、f灯开关，再按此顺序循环拉下去。则当测试人员拉动 2023

次后，亮着的灯应该是（ ）。

A. b、c B. a、b、d

C. a、c、e D. c、e、f

【解析】每拉动 12 次，六盏灯各被拉动两次，明灭情况回到初始状态。2023

÷12＝168…7，即求初始状态下按顺序拉动 7次后六盏灯的明灭情况。只有 a

被拉动 2次，依然为灭的；其余五盏灯各被拉动一次明灭状态切换，六盏灯的情

况分别为：灭、灭、亮、灭、亮、亮。亮着的灯应该是 c、e、f。因此，选择 D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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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一个圆盘上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排列着编号为 1到 7的七盏彩灯，通

电后每个时刻只有三盏亮着，每盏亮 6秒后熄灭，同时其顺时针方向的下一盏灯

开始亮，如此反复。若通电时编号为 1，3，5的三盏先亮，则 200 秒后亮着的三

盏彩灯的编号是：

A. 1，3，6 B. 1，4，6

C. 2，4，7 D. 2，5，7

【解析】圆盘上共 7盏灯，即转换 7次为一个循环周期，时间为 42 秒，200

÷42＝4…32，经过了 4个完整的周期，还剩 32 秒，相当于从初始状态按顺时针

往下转换 5次，此时 1号灯变为 6，3号灯变为 1，5号灯变为 3，即 200 秒后亮

着的三盏彩灯的编号是（1，3，6）。因此，选择 A选项。

数量关系十八——列表法解年龄问题

在数学运算这一模块中，有一类题目比较契合日常的生活，就是年龄问题。

这类题目往往题干信息较为复杂，很多学生难以理清不同时间、不同主语的逻辑

关系。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年龄问题一般是不同主语和时间的二维关系，所

以，我们可以通过列表的方法使题干信息变的清晰易懂。

列表的具体步骤如下：

根据题干信息将不同的主语列到同一排，将不同的时间列到同一列，将从题

干中分析出的信息逐一填进表格即可。

主语 1 主语 2 ……

时间 1 条件 1 条件 2 ……

时间 2 条件 3 条件 4 ……

…… …… …… ……

看似比较抽象，我们通过一道例题来看一下：

【例 1】（2018 吉林甲）某业务处长和科员两人属相相同，科员在第一个本

命年时处长是第三个本命年。科员今年 20 岁，当处长年龄是科员年龄的 2倍时，

需要经过的时间是：

A.7 年 B.4 年

C.5 年 D.6 年

【答案】B

【解析】两人属相相同，年龄差为 12 的倍数，科员在第一个本命年时处长

是第三个本命年，可推断年龄差为 24 岁，列表如下：

处长 科员

科员 20 岁时 20+24=44 20

设需经过 x 年，处长年龄是科员年龄的 2 倍，可列方程 44＋x＝（20＋x）

×2，解得 x＝4。因此，选择 B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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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的同学会觉得这道题不通过列表也可以很快速地理清处长和科员年

龄的关系。的确如此，因为这道题的信息较少，只有两个主语，如果是更多个主

语呢？我们来看下面几种情况：

增加主语

【例 2】（2018 江西）一家三口，妈妈比儿子大 26 岁，爸爸比儿子大 33

岁。1995 年，一家三口的年龄之和为 62。那么，2018 年儿子、妈妈和爸爸的年

龄分别是：

A.23，51，57 B.24，50，57

C.25，51，57 D.26，52，58

【答案】B

【解析】设 1995 年儿子年龄为 x，列表如下：

儿子 妈妈 爸爸 总

1995 年 x x+26 x+33 62

根据年龄之和为 62 可得：x＋（x＋26）＋（x＋33）＝62，解方程得 x＝1。

2018 年儿子的年龄为 1＋（2018－1995）＝24。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这道题也可以通过爸爸的年龄比儿子大 33 岁，直接秒选 B。

增加时间

【例 3】（2019 北京）2018 年父亲年龄是女儿年龄的 6 倍，是母亲年龄的

1.2 倍。已知女儿出生当年（按 0 岁计算）母亲 24 岁，则哪一年父母年龄之和

是女儿的 4倍？

A.2036 B.2039

C.2042 D.2045

【答案】B

【解析】题干中年份有出生年、2018 年，人员有父亲、母亲、女儿，设 2018

年女儿的年龄为 x，列表如下：

父亲 母亲 女儿

女儿出生当年 24 0

2018 年 6x 6x÷1.2=5x x

通过列表可知，女儿与母亲年龄差为 5x－x＝24，则 x＝6，故 2018 年女儿

6岁，父亲 36 岁，母亲 30 岁。设（2018 年的）t年后父母年龄之和是女儿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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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则有（36＋t）＋（30＋t）＝4×（6＋t），解得 t＝21。因此，在 2018 年

＋21＝2039 年。因此，选择 B选项。

继续增加主语

【例 4】（2018 浙江）已知今年小明父母的年龄之和为 76 岁，小明和他弟

弟的年龄之和为 18 岁。三年后，母亲的年龄是小明的三倍，父亲的年龄是小明

弟弟的四倍。问小明今年几岁？

A.11 B.12

C.13 D.14

【答案】A

【解析】设小明三年后的年龄为 x，列表如下：

父亲 母亲 小明 弟弟

今年 76 x－3 18－（x－3）=21－x

三年后 4（24－x） 3x x 18+6－x=24－x

今年父母的年龄和为 76，则三年后的年龄和为 76+6=82=4（24－x）+3x，解

得 x=14，则小明今年的年龄=x－3=14－3=11（岁）。

因此，选择 A选项。

前面几道题是通过主语和时间来提升难度，通过这几道题的学习，小伙伴们

应该基本掌握了通过列表法解决年龄问题，那我们再一起练习一道题。

增加新的知识点

【练习】（2019 国考）某单位有 2 个处室，甲处室有 12 人，乙处室有 20

人。现在将甲处室最年轻的 4人调入乙处室，则乙处室的平均年龄增加了 1岁，

甲处室的平均年龄增加了 3 岁。问在调动之前，两个处室的平均年龄相差多少

岁？

A.8 B.12

C.14 D.15

【答案】B

【解析】设甲处室原来平均年龄为 x岁，乙处室原来平均年龄为 y岁。列表

如下：

甲科室 乙科室

人数 平均年龄 人数 平均年龄

原来 12 x 20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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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 12－4=8 x+3 20+4=24 y+1

由于两个处室总年龄数交换前后相同，因此有 12x＋20y＝8（x＋3）＋24（y

＋1），解得 x－y＝12，即两个处室交换之前平均年龄相差 12 岁。因此，选择 B

选项。

这道题的难度又上升了一个层次，是因为不仅考查年龄问题，还考查了平均

数问题，但是，只要我们通过列表分析，这道题也可以迎刃而解。

数量关系十九：星期日期问题精讲

数量关系对一众考生来说，是职测考试中最难攻克的一道难关，但是数量关

系题目也并非全无规律可寻，只要考生能够将题型分类清楚，并勤加练习，就会

有不小的收获。

考试中，与“时间”这一门类相关的考题可以分为星期日期问题、年龄问题、

钟表问题。其中，星期日期问题有十分简易的解法，今天华图老师为大家整理了

其中一类特征题型：

大家先一起来熟知一下题目中经常出现的两种表达方式，如：小明和小红经

常去图书馆借阅书籍，小明每两天去图书馆一次，小红每隔两天去图书馆一次。

那么这句话中“每两天”和“每隔两天”的含义就不相同，在计算时同学们需将

“小红每隔两天去一次”转变为“小红每三天去一次”这种说法再来计算。

【例 1】甲、乙、丙、丁四个人去图书馆借书，甲每隔 5天去一次，乙每隔

11 天去一次，丙每隔 17 天去一次，丁每隔 29 天去一次，如果 5月 18 日他们四

个人在图书馆相遇，问下一次四个人在图书馆相遇是几月几号？

A. 10 月 18 日 B. 10 月 14 日

C. 11 月 18 日 D. 11 月 14 日

【答案】D

【解题思路】

第一步，标记量化关系“每隔”、“每隔”、“每隔”、“每隔”、“下一次”。

第二步，甲“每隔”5天即每 6天去一次图书馆，同理乙、丙、丁分别每 12、

18、30 天去一次图书馆。故“下一次”四个人相遇是在 180 天后（6、12、18、

30 的最小公倍数）， 180 (31 18) 30 31 31 30 31 14        ， 即 11 月 14 日。

因此，选择 D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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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公司安排甲、乙、丙三人从周一开始上班，已知甲每上班一天休一

天，乙每上班两天休一天，丙每上班三天休一天，那么三人第三次同时休息是星

期：

A. 日 B. 一

C. 二 D. 三

【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本题考查时间类问题中的星期日期问题。

第二步，根据“甲每上班一天休一天”，可知甲每 2天休息一次，同理，乙

每 3天、丙每 4天休息一次，同时休息的周期为 2、3、4的公倍数，即 12 天。

第三次同时休息需要 12×3=36 天，36 7 5 1   天，即为星期一。因此，选择 B

选项。

【例 3】小明、小红、小桃三人定期到某棋馆学围棋，小明每隔 3天去一次，

小红每隔 4天去一次，小桃每隔 5天去一次。若 2016 年 2 月 10 日三人恰好在棋

馆相遇，则下次三人在棋馆相遇的日期是：

A. 2016 年 4 月 8 日 B. 2016 年 4 月 11 日

C. 2016 年 4 月 9 日 D. 2016 年 4 月 10 日

【答案】D

【解题思路】

第一步，标记量化关系“每隔”、“每隔”、“每隔”、“下次”。

第二步，三人“每隔”3、4、5 天去一次，即每 4、5、6天去一次，故需要

经过 60 天（4、5、6的最小公倍数）“下次”相遇。由于 60=（29-10）+31+10 ，

则下次三人相遇的日期是 2016 年 4 月 10 日。因此，选择 D选项。

【例 4】甲乙丙三个网站定期更新。甲网站每隔 48 小时，乙网站每隔 72 小

时，丙网站每隔 96 小时更新一次内容。问在同一星期内至多有几天，三个网站

中至少有一个更新内容？

A. 7 B. 6

C. 5 D. 4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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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思路】

第一步，本题考查星期日期问题，使用枚举法。

第二步，甲网站每 48/24=2 天更新一次，乙网站每 72/24=3 天更新一次，丙

网站每 96/24=4 天更新一次，因为想要更新的天数最多，则甲、乙、丙网站应该

保证更新的日期交错开，则优化安排为：

因此，选择 A选项。

【小结】每隔 n天即为每 n+1 天。

数量关系二十：新考情的牛吃草问题

牛吃草问题是数量中一种非常典型的问题。由于其特征明显、公式简单，因

此这一题型是考生拿分的重要题型。但也由于其过于简单，近年来牛吃草问题不

再是常客。实际上在整个数量中，牛吃草问题仍占有一席之地，只不过考查的方

式变得多种多样，更侧重于对公式的理解，而非使用。

牛吃草的本质是行程问题中的追及问题，可以想象成草以一定的速度在生长，

牛以更快的速度在吃草，牛吃草总量＝原有草量＋新增草量。其中，牛吃草的总

量等于牛吃草的速度乘以牛吃草的时间；新增草量等于草的生长速度乘以草的生

长时间。因此套用行程问题中的追及公式，也就得到了牛吃草问题的核心解法：

y＝（N－x）×T。

这个公式中，y代表原有草量、N代表牛的头数、x代表草的增速、T代表时

间。隐含的假设为每头牛每天的吃草量为 1（即牛吃草速度）。

牛吃草典型的考法有抽水机抽水、检票口检票、资源开采等。而牛吃草的特

征也非常的明显，题干中出现排比句，类似于 N1数量……需要 T1时间；N2数量……

需要 T2时间……就可以判断为牛吃草问题。

先来看一道简单的牛吃草问题。

【例 1】（2014 河北）有一个水池，池底不断有泉水涌出，且每小时涌出的

水量相同。现要把水池里的水抽干，若用 5台抽水机 40 小时可以抽完，若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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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抽水机 15 小时可以抽完。现在用 14 台抽水机，多少小时可以把水抽完？

A.10 小时 B.9 小时

C.8 小时 D.7 小时

【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牛吃草问题，用方程法解题。

第二步，设水池里的水量为 y，每小时涌出的水量为 x，根据 40 小时抽完可

得 y＝（5－x）×40，根据 15 小时抽完可得 y＝（10－x）×15，解得 x＝2，y

＝120。

第三步，设使用 14 台抽水机抽完水需要时间为 t小时，则 120＝（14－2）

×t，解得 t＝10。

因此，选择 A选项。

此题中，“若用……若用”的排比句结构非常明显，直接代入公式解方程即

可得到答案。然而这种考查方式已经很少见到，目前考查的牛吃草问题，往往需

要首先判断哪一个量是草，哪一个量又是牛。一般来说，以恒定的速度一直在增

加或消耗，就是草，它的速度即是 x。

【例 2】（2017 联考）由于连日暴雨，某水库水位急剧上升，逼近警戒水位。

假设每天降雨量一致，若打开 2个水闸放水，则 3天后正好到达警戒水位；若打

开 3个水闸放水，则 4天后正好到达警戒水位。气象台预报，大雨还将持续七天，

流入水库的水量将比之前多 20%。若不考虑水的蒸发、渗透和流失，则至少打开

几个水闸，才能保证接下来的七天都不会到达警戒水位？

A.5 B.6

C.7 D.8

【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牛吃草问题。

第二步，假设原水位与警戒水位之间相差的蓄水量为 y，每天流入水库的水

量为 x，由正好到达警戒水位得 y＝（x－2）×3，y＝（x－3）×4，解得 x＝6，

y＝12。

第三步，由比之前多 20%，可知现在每天流入水库的水量为 6×（1＋20%）

＝7.2。设至少打开 N 个水闸，可得 12＝（7.2－N）×7，解得 N≈5.5，故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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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6个水闸。

因此，选择 B选项。

这道牛吃草问题不但需要根据“每天降雨量一致”来判断降雨量是草，还有

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草的速度后期发生了变化，这也是近几年牛吃草问题的新特

征——“草”的速度可能会变化、“牛”的头数也可能会变化；或者牛没有吃完，

即草存量发生变化。但只要考生理解公式的核心概念，抓住公式的本质进行求解，

牛吃草问题仍然是我们拿分的一种简单题型。

【例 3】（2019 联考）某河道由于淤泥堆积影响到船只航行安全，现由工程

队使用挖沙机进行清淤工作，清淤时上游河水又会带来新的泥沙。若使用 1台挖

沙机 300 天可完成清淤工作，使用 2台挖沙机 100 天可完成清淤工作。为了尽快

让河道恢复使用，上级部门要求工程队 25 天内完成河道的全部清淤工作，那么

工程队至少要有多少台挖沙机同时工作？

A.4 B.5

C.6 D.7

【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牛吃草问题。

第二步，设河道原来的淤泥堆积量为 y，每天上游河水带来新的淤泥量为 x，

根据牛吃草问题公式：y＝（N－x）×T，可列方程组：y=（1-x）×300，y=（2-x）

×100。解得 x=0.5，y=150。

第三步，设要想 25 天内完成清淤工作至少需要 n台挖沙机，可列方程：150

＝（n－0.5）×25，解得 n＝6.5，即至少需要 7台挖沙机。

因此，选择 D选项。

通过这几道题目考生可以发现，牛吃草问题万变不离其宗，本质是：①掌握

牛吃草问题的核心概念，②灵活使用公式进行求解，③如果遇见分数小数要知道

求整的方向。如果能做到这 3点，牛吃草问题必将成为考生拿分的囊中之题。华

图在线衷心希望广大考生认真学习、金榜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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