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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1986年)
天津 南开大学

1.已知 a1, a2, . . . , an为实数, 如果它们中任意两数之和非负,那么对于满足

x1 + x2 + · · ·+ xn = 1

的任意非负实数 x1, x2, . . . , xn, 有不等式

a1x1 + a2x2 + · · ·+ anxn > a1x
2
1 + a2x

2
2 + · · ·+ anx2

n

成立.请证明上述命题及其逆命题.

证明:原命题的证明:由0 6 xi 6 1, xi − x2
i > 0, xi > x2

i (i = 1, 2, . . . , n).

(1)若ai > 0(i = 1, 2, . . . , n),则显然有a1x1 + a2x2 + · · ·+ anxn > a1x
2
1 + a2x

2
2 + · · ·+ anx2

n;

(2)否则至少存在一个ai < 0,由对称性不妨设a1 < 0. 又因为a1, a2, . . . , an中任两数之和非负,所

以ai + a1 > 0, ai > −a1 > 0(i = 2, 3, . . . , n).

∴ a1x1 + a2x2 + · · ·+ anxn − a1x
2
1 − a2x

2
2 − · · · − anx2

n

= a1(x1 − x2
1) + a2(x2 − x2

2) + · · ·+ an(xn − x2
n)

> a1(x1 − x2
1) + (−a1)(x2 − x2

2) + · · ·+ (−a1)(xn − x2
n)

= (−a1)(x2
1 − x2

2 − · · · − x2
n − x1 + x2 + · · ·+ xn)

= (−a1)(x2
1 − x1 + (1− x1)− x2

2 − · · · − x2
n)

= (−a1)((1− x1)2 − x2
2 − · · · − x2

n)

= (−a1)((x2 + · · ·+ xn)2 − x2
2 − · · · − x2

n) > 0

最后一步是由于x2, x3, . . . , xn > 0, (x2 + · · ·+ xn)2 = x2
2 + · · ·+ x2

n +
∑

26i<j6n

xixj > x2
2 + · · ·+ x2

n.

逆命题的证明:对于任意的1 6 i < j 6 n,令xi = xj = 1
2 ,其余xk均等于0.则 1

2 (ai + aj) > 1
4 (ai + aj).

∴ ai + aj > 0,即任两数之和非负.证毕.

2.在三角形ABC中,BC边上的高AD = 12,∠A的平分线AE = 13,设BC边上的中线AF = m,问m在什

么范围内取值时,∠A分别为锐角,直角,钝角?

解:设O为4ABC的外心,不妨设AB > AC,∠B为锐角.

则OF垂直平分线段BC,由外心的性质,∠C为锐角时,∠OAB = ∠OBA = 1
2 (180◦ − ∠AOB) =

1
2 (180◦ − 2∠C) = 90◦ − ∠C.

又因为AD ⊥ BC,∴ ∠CAD = 90◦ − ∠C,∴ ∠OAB = ∠DAC.

类似地,当∠C为直角或钝角时也有∠OAB = ∠DAC.

由AE平分∠BAC,∠BAE = ∠CAE.∴ ∠OAE = ∠DAE.(由于F, D在E两侧).

∠A为锐角时,O, A在BC同侧,∠FAE < ∠OAE = ∠DAE;

∠A为直角时,O, F重合,∠FAE = ∠OAE = ∠DAE;

∠A为钝角时,O, A在BC异侧,∠FAE > ∠OAE = ∠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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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正弦定理 sin ∠FAE
sin ∠DAE = FE

DE × AD
AF .其中DE =

√
AE2 −AD2 = 5,

FE = FD −DE =
√

AF 2 −AD2 −DE =
√

m2 − 122 − 5 > 0. ∴ m > 13,

且∠A为锐角等价于
√

m2−122−5
5 × 12

m < 1;

∠A为直角等价于
√

m2−122−5
5 × 12

m = 1;

∠A为钝角等价于
√

m2−122−5
5 × 12

m > 1.

解得当13 < m < 2028
119 时,∠A为锐角;

当m = 2028
119 时,∠A为直角;

当m > 2028
119 时,∠A为钝角.

3.设z1, z2, . . . , zn为复数,满足

|z1|+ |z2|+ · · ·+ |zn| = 1.

求证:上述n个复数中,必存在若干个复数,它们的和的模不小于1
6 .

证明:设zk = xk + yki(xk, yk ∈ R, k = 1, 2 . . . , n)

将所有的zk分为两组X,Y.若|xk| > |yk|,则将zk放入X中;若|yk| > |xk|,则将zk放入Y中. 其中必有一组中

所有复数模长之和不小于 1
2 .不妨设为X.

再将X中的复数分为两组A,B.若xk > 0,则将zk放入A中;若xk 6 0,则将zk放入B中. 其中必有一组中的

所有复数摸长之和不小于 1
4 .不妨设为A.

则
∑

zk∈A

|zk| > 1
4 ,即

∑
zk∈A

√
x2

k + y2
k > 1

4 .

而对于zk ∈ A,x2
k > y2

k,
√

x2
k + y2

k 6
√

2xk.

∴
∑

zk∈A

xk > 1
4
√

2
.∴ | ∑

zk∈A

zk| = | ∑
zk∈A

xk + i
∑

zk∈A

yk| >
∑

zk∈A

xk > 1
4
√

2
.

而4
√

2 < 6, ∴ | ∑
zk∈A

zk| > 1
6 .

即A中复数之和的模不小于 1
6 .证毕.

另证:设zk = xk + yki(xk, yk ∈ R, k = 1, 2 . . . , n)

则|zk| =
√

x2
k + y2

k > |xk|+ |yk|.

∴
n∑

k=1

|xk|+ |yk| > 1.

∴ | ∑
xk>0

xk|+ | ∑
xk<0

xk|+ | ∑
yk>0

yk|+ | ∑
yk<0

yk| > 1.

其中必有一项不小于 1
4 ,不妨设为第一项,则 | ∑

xk>0

xk| > 1
4 .

∴ | ∑
xk>0

zk| = | ∑
xk>0

xk + i
∑

xk>0

yk| > | ∑
xk>0

xk| > 1
4 > 1

6 .证毕.

4.已知:四边形P1P2P3P4的四个顶点位于三角形ABC的边上.

求证:四个三角形4P1P2P3,4P1P2P4,4P1P3P4,4P2P3P4 中,至少有一个的面积不大于4ABC的面积

的四分之一.

证明:有两种情况:(1)四个顶点在两条边上;(2)四个顶点在三条边上.

(1)不妨设P1, P4在AB上,P2, P3在AC上,P1, P2分别在AP4, AP3上. 将B移至P4,C移至P3,三角形ABC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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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减小,归为情形(2).

(2)不妨设P1在AB上,P2在AC上,P3, P4在BC上,P3在P4C上.

(2.1)若P1P2 ‖ BC,设AP1
AB = AP2

AC = λ,P1P2 = λBC.P1P2到BC的距离为(1−λ)h,h为三角形ABC中BC边

上的高的长度.

∴ S4P1P2P3 = λ(1− λ)S4ABC 6 1
4S4ABC .

(2.2)若P1P2不平行于BC,不妨设P1到BC的距离大于P2到BC的距离. 过P2作平行于BC的直线

交AB于E,交P1P4于D.则S4P1P2P3 , S4P4P2P3中有一个不大于S4DP2P3 ,也就不大于S4EP2P3 .

由(2.1)知S4EP2P3 6 1
4S4ABC .则S4P1P2P3 , S4P4P2P3中有一个不大于

1
4S4ABC .证毕.

5.能否把1,1,2,2,. . . ,1986,1986这些数排成一行, 使得两个1之间夹着1个数,两个2之间夹着2个数,. . . , 两

个1986之间夹着1986个数.请证明你的结论.

解:不能.假设可以做出这样的排列,将已排好的数按顺序编号为1,2,. . . ,3972.

当n为奇数时,两个n的编号奇偶性相同;当n为偶数时,两个n的编号奇偶性不同. 而1到1986之间有993个

偶数,所以一共有2k + 993个编号为偶数的数.(k ∈ N∗) 但是1到3972之间有1986个偶数,k = 496.5.矛

盾.所以不能按要求排成这样一行.

6.用任意的方式,给平面上的每一点染上黑色或白色. 求证:一定存在一个边长为1或
√

3的正三角形,它的

三个顶点是同色的.

证明:(1)若平面上存在距离为2的两个点A,B异色,设O为它们的中点,不妨设A,O同色. 考虑以AO为一

边的正三角形AOC, AOD,若C,D中有一个与A,O同色,则该三角形满足题意. 否则BCD为边长
√

3的

同色正三角形.

(2)否则平面上任两个距离为2的点均同色,考虑任意两个距离为1的点,以他们连线为底,2为腰长作等腰

三角形,则任一腰的两顶点同色. 所以三个顶点同色,即任两个距离为1的点同色.所以平面上任意一个边

长为1的正三角形三个顶点同色.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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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1987年)
北京 北京大学

1.设n为自然数,求证方程zn+1 − zn − 1 = 0有模为1的复根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n + 2可被6整除.

证明:当6|n + 2时,令z = ei π
3 = 1

2 +
√

3
2 i, z6 = 1, |z| = 1.

∴ zn+1 − zn − 1 = e−i π
3 − ei π

3 − 1 = ( 1
2 −

√
3

2 i)− (− 1
2 −

√
3

2 i)− 1 = 0.

∴ zn+1 − zn − 1 = 0有模为1的复根.

若zn+1 − zn − 1 = 0有模为1的复根eiθ = cos θ + i cos θ.

则zn+1 − zn − 1 = (cos(n + 1)θ − cos nθ − 1) + i(sin(n + 1)θ − sinnθ) = 0.

∴ cos(n + 1)θ − cos nθ − 1 = −(2 sin 2n+1
2 θ sin θ

2 + 1) = 0.

sin(n + 1)θ − sinnθ = 2 cos 2n+1
2 θ sin θ

2 = 0.

∴ cos 2n+1
2 θ = 0, sin 2n+1

2 θ = ±1, sin θ
2 = ± 1

2 , 设 θ
2 = ϕ.

(1)sinϕ = 1
2 ,sin(2n + 1)ϕ = −1. ϕ = 2kπ + π

6或2kπ + 5π
6 , k ∈ Z.

(2n + 1)ϕ = (2l + 3
2 )π(l ∈ Z). ∴ (2n + 1)(2k + 1

6 ) = 2l + 3
2 , 2n+1

6 = 2t + 3
2 , n = 6t + 4(t ∈ Z).

或(2n + 1)(2k + 5
6 ) = 2l + 3

2 , 5(2n+1)
6 = 2t + 3

2 , 5|4t + 3, t ≡ 3 (mod 5)(t ∈ Z).

设t = 5s + 3,则n = 6s + 4,总有6|n + 2.

(2)sinϕ = − 1
2 ,sin(2n + 1)ϕ = 1.显然以−ϕ代ϕ即有(1).所以6|n + 2.证毕.

2.把边长为1的正三角形ABC的各边都n等分,过各分点平行于其它两边的直线, 将这三角形分成若干个

小三角形,这些小三角形的顶点都称为结点, 并且在每一结点上放置了一个实数.已知:

(1)A,B, C三点上放置的数分别为a, b, c.

(2)在每个由有公共边的两个最小三角形组成的菱形之中, 两组相对顶点上放置的数之和相等.

试求:(1)放置最大数的点和放置最小数的点之间的最短距离.

(2)所有结点上数的总和S.

解:(1)不难证明同一直线上相邻三个结点上放置的数中间一个为两边的等差中项,所以同一直线上的数

按顺序成等差数列. 若两端的数相等,则所有的数都相等.否则两端的数为最大的和最小的.

若a, b, c相等,显然所有数都相等,最短距离显然为0.

若a, b, c两两不等,最大的数与最小的数必出现在A,B, C上,最短距离为1.

若a, b, c有两个相等但不与第三个相等,不妨设a = b > c,最小的数为c,最大的数出现在线段AB的任意

结点上. 当n为偶数时,与C最近的为AB中点,最短距离为
√

3
2 . 当n为奇数时,与C最近的为AB中点向两

边偏 1
2n的点,最短距离为1

2

√
3 + 1

n2 .

(2)将这个三角形绕中心旋转 2
3π, 4

3π弧度,得到的两个三角形也满足题意(2). 将这三个三角形对应结

点的数相加形成的三角形也满足(2),三个顶点上的数均为a + b + c.由(1)的分析知所有结点上的数均

为a+ b+ c. 共 1
2 (n+1)(n+2)个结点,∴ S = 1

3 ( 1
2 (n+1)(n+2))(a+ b+ c) = 1

6 (n+1)(n+2)(a+ b+ c).

3.某次体育比赛,每两名选手都进行一场比赛, 每场比赛一定决出胜负,通过比赛确定优秀选手, 选

手A被确定为优秀选手的条件是:对任何其它选手B, 或者A胜B,或者存在选手C,C胜B,A胜C. 结果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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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规则确定的优秀选手只有一名, 求证:这名选手一定胜所有其它选手.

证明:假设该优秀选手为A,且存在其他选手胜A.

设B为所有胜A的人中胜的场次最多的一个,由B不是优秀选手,必存在选手C使得C胜B, 且不存在选

手D使得B胜D,D胜C. 由B胜A,C也胜A,且C胜B胜过的所有人.C至少比B多胜一场,且C胜A,与B的选取

矛盾.所以A胜所有人.

4.在一个面积为1的正三角形内部,任意放五个点,试证:在此正三角形内, 一定可以作三个正三角形盖住

这五个点, 这三个正三角形的各边分别平行于原三角形的边, 并且它们的面积之和不超过0.64.

证明:可将0.64换成100
169 + ε(ε > 0).

在面积为1的正三角形ABC中,在AB上取A1, B2,AC上取A2, C1,BC上取B1, C2, 使得AA1 = AA2 =

BB1 = BB2 = CC1 = CC2 = 3
13AB.连结A1C2, A2B1, B2C1交于A0, B0, C0.

(1)若4AB2C1,4BC2A1,4CA2B1中有一个至少包含五个点中的三个,另两个点可分别用面积为 ε
2的

正三角形覆盖, 面积之和为( 10
13 )2 + 2× ε

2 = 100
169 + ε.

(2)菱形AA1A0A2, BB1B0B2, CC1C0C2中有两个有两个点,另一个中有一个点, 则可用两个边长

为 6
13AB的正三角形和一个面积为ε的正三角形覆盖. 面积之和为2( 6

13 )2 + ε < 100
169 + ε.

(3)菱形AA1A0A2, BB1B0B2, CC1C0C2中有两个有一个点,另一个中有两个点, 不妨设为AA1A0A2,

则B1B0C0C2中有一个点,不妨设这个点更靠近B,则可用一个边长为 6
13AB的正三角形覆盖AA1A0A2中

两个点, 用一个边长为 6
13AB的正三角形覆盖BB1B0B2, B1B0C0C2中的点. 用一个面积为ε的正三角形

覆盖最后一个点, 面积之和为( 6
13 )2 + ( 8

13 )2 + ε = 100
169 + ε.证毕.

注:当五个点取为A,B, C, A0, B0C0中点是不难证明不能用三个面积之和为
100
169的正三角形覆盖这五个

点. 即 100
169 + ε(ε > 0)为最优.

5.设A1A2A3A4是一个四面体, S1, S2, S3, S4分别是以A1, A2, A3, A4为球心的球, 它们两两相外切.如果

存在一点O, 以这点为球心可作一个半径为r的球与S1, S2, S3, S4都相切, 还可以作一个半径为R的球和

四面体的各棱都相切,求证:这个四面体是正四面体.

证明:设Si的半径为ri(i = 1, 2, 3, 4),则AiAj = ri + rj(1 6 i < j 6 4).

设O到A2A3A4的投影为O1,由O到A2A3,A3A4,A4A2的距离相等, 得到O1到4A2A3A4的三边距离相

等.即O1为4A2A3A4的内心,设O到A2A3的投影为B,即O1到A2A3的投影. 而BA3 = 1
2 (A2A3 + A3A4 −

A2A4) = r3,OB = R. 若半径为r的球与四个球均外切,则A3O = r+r3,(r+r3)2 = r2
3 +R2, r3 = R2−r2

2r .

若半径为r的球与四个球均内切,则A3O = r−r3,(r−r3)2 = r2
3+R2, r3 = r2−R2

2r . 类似可求得r1, r2, r4均

为该值,所以该四面体各条棱长相等为正四面体.

6.m个互不相同的正偶数与n个互不相同的正奇数的总和为1987, 对于所有这样的m与n,问3m + 4n的

最大值是多少?请证明你的结论.

解:设m个正偶数为a1 < a2 < · · · < am,n个正偶数为b1 < b2 < · · · < bn.

∴ ai > 2i, bj > 2j − 1.

∵ 1987 = a1 + a2 + · · ·+ am + b1 + b2 + · · ·+ bn.

∴ 1987 > 2 + 4 + · · ·+ 2m + 1 + 3 + · · ·+ 2n− 1 = m2 + m +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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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s = 3m + 4n,m = 1
3 (s− 4n), 13 (s− 4n)( 1

3 (s− 4n) + 1) + n2 6 1987.

s2 − 8ns + 25n2 + 3s− 12n− 9× 1987 6 0.

s2 + (3− 8n)s + 25n2 − 12n− 9× 1987 6 0.

所以判别式∆ = (3− 8n)2 − 4(25n2 − 12n− 9× 1987) = 26(1987 1
4 − n2) > 0.

s 6 1
2 (8n− 3 + 6

√
1987 1

4 − n2).

设f(n) = 8n + 6
√

1987 1
4 − n2, f ′(n) = 8− 6n(1987 1

4 − n2)−
1
2 ,又n为奇数.

不难知道n = 35时,f(n)有最大值280 + 6
√

762 1
4 .

所以s 6 1
2 (280 + 6

√
762 1

4 − 3),由s ∈ N∗, s 6 221.

又当s = 221, n = 35,m = 27.取2, 4, . . . , 52, 60, 1, 3, . . . , 69为和为1987的35个正奇数与27个正偶数,所

以3m + 4n的最大值为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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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1988年)
上海 复旦大学

1.设a1, a2, . . . , an是给定的不全为零的实数, r1, r2, · · · , rn为实数,如果不等式

r1(x1 − a1) + r2(x2 − a2) + · · ·+ rn(xn − an) 6
√

x2
1 + x2

2 + · · ·+ x2
n −

√
a2
1 + a2

2 + · · ·+ a2
n

对任何实数x1, x2, · · · , xn成立,求r1, r2, · · · , rn的值.

解:令xi = 0(i = 1, 2, . . . , n),−(r1a1 + r2a2 + · · ·+ rnan) 6 −
√

a2
1 + a2

2 + · · ·+ a2
n.

∴ (
n∑

i=1

riai)2 >
n∑

i=1

a2
i .

令xi = 2ai(i = 1, 2, . . . , n),r1a1 + r2a2 + · · ·+ rnan 6
√

a2
1 + a2

2 + · · ·+ a2
n.

∴ (
n∑

i=1

riai)2 6
n∑

i=1

a2
i .

∴ (
n∑

i=1

riai)2 =
n∑

i=1

a2
i .

由Cauchy不等式, (
n∑

i=1

r2
i )(

n∑
i=1

a2
i ) > (

n∑
i=1

riai)2,
n∑

i=1

r2
i > 1.

又令xi = ri(i = 1, 2, . . . , n),
n∑

i=1

r2
i −

n∑
i=1

riai 6
√

n∑
i=1

r2
i −

√
n∑

i=1

a2
i .

由
n∑

i=1

riai =

√
n∑

i=1

a2
i ,

n∑
i=1

r2
i 6

√
n∑

i=1

r2
i ,

n∑
i=1

r2
i 6 1.

∴
n∑

i=1

r2
i = 1,由Cauchy不等式取等号的条件知 r1

a1
= r2

a2
= · · · = rn

an
.

不难解得ri =
ai√

a2
1 + a2

2 + · · ·+ a2
n

(i = 1, 2, . . . , n).

2.设C1, C2为同心圆,C2的半径是C1的半径的2倍, 四边形A1A2A3A4内接于C1, 设A4A1延长线交

圆C2于B1, A1A2延长线交C2于B2, A2A3延长线交圆C2于B3, A3A4延长线交圆C2于B4.

试证:四边形B1B2B3B4的周长>2(四边形A1A2A3A4的周长).并确定等号成立的条件.

证明:设圆心为O,连结OB1, OB4, OA4,设C1的半径为R,C2的半径为2R.

在四边形B4A4OB1中,由Ptolemy定理,OA4 ×B1B4 + OB1 ×A4B4 > OB4 ×A4B1.

R×B1B4 + 2R×A4B4 > 2R×A4B1,即B1B4 > 2A4B1 − 2A4B4.

同理B1B2 > 2A1B2 − 2A1B1,B2B3 > 2A2B3 − 2A2B2,B3B4 > 2A3B4 − 2A3B3.

相加得B1B2 + B2B3 + B3B4 + B4B1 > 2(A1A2 + A2A3 + A3A4 + A4A1).

即四边形B1B2B3B4的周长>2(四边形A1A2A3A4的周长).

等号成立时OAiBiBi+1共圆,∠Ai+1AiO = ∠Bi+1BiO = ∠BiBi+1O = ∠Ai−1AiO,

∴ Ai+1Ai = Ai−1Ai,(i = 1, 2, 3, 4, A5 = A1, A0 = A4, B5 = B1).

∴ A1A2A3A4为菱形,又为圆内切四边形,所以A1A2A3A4为正方形.

3.在有限的实数列a1, a2, · · · , an中, 如果一段数ak, ak+1, · · · , ak+l−1的算术平均值大于1988, 那么我们

把这段数叫做一条“龙”,并把ak叫做这条龙的“龙头” (如果某一项an > 1988,那么单独这一项也叫

龙). 假设以上的数列中至少存在一条龙, 证明:这数列中全体可以作为龙头的项的算术平均数也必定大

7



于1988.

证明:引理:设ak, ak+1, . . . , ak+m−1均可作为龙头,ak+m不能作为龙头,或k + m− 1 = n,

则ak, ak+1, . . . , ak+m−1的算术平均值大于1988.

引理的证明:对m用数学归纳法,m = 1时,设以ak为龙头的一条龙为ak, ak+1, . . . , ak+l−1.

若l = 1,ak > 1988,显然成立.

否则l > 1,由ak, ak+1, . . . , ak+l−1算术平均值大于1988,ak+1不是龙头, ak+1, . . . , ak+l−1算术平均值不

大于1988,ak > 1988,结论成立.

设小于m时结论均成立(m > 2),设以ak为龙头的一条龙为ak, ak+1, . . . , ak+l−1.

1 6 l 6 m时,ak, ak+1, . . . , ak+l−1算术平均值大于1988, 由归纳假设ak+l, . . . , ak+m−1算术平均值大

于1988,结论成立.

l > m时,由ak+m不是龙头,ak+m, ak+m+1, . . . , ak+l−1算术平均值不大于1988, ak, ak+1, . . . , ak+l−1算术

平均值大于1988,结论显然也成立.

综上所述,由数学归纳法,引理成立.

设所有的龙头为ai1 , ai1+1, . . . , ai1+j1−1, ai2 , ai2+1, . . . , ai2+j2−1, . . . , aik
, aik+1, . . . , aik+jk−1,

其中j1, j2, . . . , jk > 1 且im+1 > im + jm(m = 1, 2, . . . , k − 1, k > 1).

由引理:aim
, aim+1, . . . , aim+jm−1的算术平均值大于1988(m = 1, 2, . . . , k). 所以所有龙头的算术平均值

也大于1988.证毕.

4.(1)设三个正实数a, b, c满足

(a2 + b2 + c2)2 > 2(a4 + b4 + c4).

求证:a, b, c一定是某个三角形的三条边长.

(2)设n个正实数a1, a2, · · · , an满足

(a2
1 + a2

2 + · · ·+ a2
n)2 > (n− 1)(a4

1 + a4
2 + · · ·+ a4

n)

其中n > 3. 求证:这些数中任何三个一定是某个三角形的三条边长.

证明:(1)若不然,不妨设c > a + b,则

2(a4 + b4 + c4)− (a2 + b2 + c2)2

= a4 + b4 + c4 − 2a2b2 − 2b2c2 − 2c2a2

= −(a + b + c)(a + b− c)(b + c− a)(c + a− b) > 0

矛盾.∴ a, b, c为某个三角形三边长.

(2)n = 3即为(1)中的情况,n > 3时,若存在某三个不是某个三角形三条边长,不妨设为a1, a2, a3.则由均

值不等式

(n− 1)(a4
1 + a4

2 + · · ·+ a4
n) < (a2

1 + a2
2 + · · ·+ a2

n)2

=
(

a2
1 + a2

2 + a2
3

2
+

a2
1 + a2

2 + a2
3

2
+ · · ·+ a2

n

)2

6 (n− 1)

[(
a2
1 + a2

2 + a2
3

2

)2

+
(

a2
1 + a2

2 + a2
3

2

)2

+ · · ·+ a4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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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 1
2 (a2 + b2 + c2)2 > a4 + b4 + c4,(a2 + b2 + c2)2 > 2(a4 + b4 + c4).

但由(1),a1, a2, a3为某个三角形三边长,矛盾.所以这些数中任何三个一定是某个三角形的三条边长.

5.给出三个四面体AiBiCiDi(i = 1, 2, 3),过点Bi, Ci, Di作平面αi, βi, γi(i = 1, 2, 3),分别与棱AiBi, AiCi,

AiDi垂直(i = 1, 2, 3), 如果九个平面αi, βi, γi(i = 1, 2, 3),相交于一点E, 而三点A1, A2, A3在同一直

线l上, 求三个四面体的外接球面的交集(形状怎样?位置如何?)

解:∵ AiBi ⊥ αi于Bi,而E在αi上,∴ AiBi ⊥ BiE, Bi在以AiE为直径的球上.同理Ci, Di也在以AiE为直

径的球上,AiBiCiDi的外接球即为在以AiE为直径的球.

若E在l上,显然这三个球的中心也都在l上,它们必在E处两两相切,交集为E.

否则E不在l上,三个球的球心在同一条直线上(4EA1A2中位线所在直线),且这三个球都过点E,交集为

一个圆,直径为EE′,其中E′为E到l的垂足.

6.如n是不小于3的自然数,以f(n)表示不是n的因子的最小自然数, 例如f(12) = 5.如果f(n) > 3,又可

作f(f(n)). 类似地,如果,f(f(n)) > 3,又可作f(f(f(n))),等等. 如果f(f(· · · f(n) · · · )) = 2,共有k个f ,就

把k叫做n的“长度”. 如果 ln表示n的长度,试对任意自然数n(n > 3),求 ln.并证明你的结论.

解:设n = 2k ·m(m为奇数).

若k = 0,n为奇数,f(n) = 2, ln = 1.

若k > 0,考虑所有小于2k+1的正奇数,若它们均为n的因子,由2k+1 - n且小于2k+1的偶数t = 2p · q(p 6
k, q为奇数),由q|n, 2p|n, gcd(q, 2p) = 1,知t|n,∴ f(n) = 2k+1,f(f(n)) = 3, f(f(f(n))) = 2, ln = 3.

否则取最小的t|n,t必为奇数,否则t必有一个奇因子不整除n.

∴ f(n) = t, f(f(n)) = 2, ln = 2.

综上所述,

ln =





1, n奇数

2, n = 2k ·m(m为奇数)所有小于2k+1的正奇数不全整除n

3, n = 2k ·m(m为奇数)所有小于2k+1的正奇数均整除n

9



第四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1989年)
合肥 中国科技大学

1.在半径为1的圆周上,任意给定两个点集A,B, 它们都由有限段互不相交的弧组成, 其中B的每

段的长度都等于 π
m , m是自然数. 用Aj表示将集合A逆时针方向在圆周上转动 jπ

m弧度所得的集合

(j = 1, 2, ...).

求证:存在自然数k,使得L(Aj ∩B) > 1
2π L(A)L(B).

这里L(X)表示组成点集X的互不相交的弧的长度之和.

证明:我们把圆周上的点集E沿顺时针方向在圆周上转动 jπ
m弧度所得的集合记为E−j ,于是L(Aj ∩B) =

L(A ∩B−j).

设b1, b2, . . . , bn为组成B的弧段,由已知它们两两不交且每段的长度均为 π
m ,因此有

2m∑

j=1

L(Aj ∩B) =
2m∑

j=1

L(A ∩B−j)

=
2m∑

j=1

L(A ∩ (∪n
i=1b

−j
i ))

=
2m∑

j=1

n∑

i=1

L(A ∩ b−j
i )

=
n∑

i=1

2m∑

j=1

L(A ∩ b−j
i )

=
n∑

i=1

L(A ∩ (∪2m
j=1b

−j
i ))

因为L(bi) = π
m ,所以∪2m

j=1b
−j
i 恰好是整个圆周,从而有 L(A ∩ (∪2m

j=1b
−j
i )) = L(A).

∴
∑2m

j=1 L(Aj ∩B) = nL(A),至少存在一个k, 1 > k > 2m,使得

L(Aj ∩B) > n

2m
L(A) =

1
2π

L(A)L(B).

2.设x1, x2, · · · , xn都是正数(n > 2).且 x1 + x2 + · · ·+ xn = 1.求证:

n∑

i=1

xi√
1− xi

> 1√
n− 1

n∑

i=1

√
xi.

证明:不妨设x1 > x2 > · · · > xn,则

1√
1− x1

> 1√
1− x2

> · · · > 1√
1− xn

由Chebyshev不等式

n∑

i=1

xi√
1− xi

> 1
n

(
n∑

i=1

xi

)(
n∑

i=1

1√
1− xi

)
=

1
n

n∑

i=1

1√
1−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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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Cauchy不等式 (
n∑

i=1

√
1− xi

)(
n∑

i=1

1√
1− xi

)
> n2

又
n∑

i=1

√
1− xi 6

√√√√n
n∑

i=1

(1− xi) =
√

n(n− 1)

∴
n∑

i=1

xi√
1− xi

> 1
n

n∑

i=1

1√
1− xi

> n
n∑

i=1

√
1− xi

> n√
n(n− 1)

=
√

n

n− 1

而

1√
n− 1

n∑

i=1

√
xi 6 1√

n− 1

√√√√n
n∑

i=1

xi =
√

n

n− 1

∴
n∑

i=1

xi√
1− xi

> 1√
n− 1

n∑

i=1

√
xi.

3.设S为复平面上的单位圆周 (即模为1的复数的集合),f为从S到S的映射,对于任意 z ∈ S,定

义f (1)(z) = f(z), f (2)(z) = f(f(z)), · · · , f (k)(z) = f(f (k−1)(z)). 如果 c ∈ S,使得f (1)(c) 6= c, f (2)(c) 6=
c, · · · , f (n−1)(c) 6= c, f (n)(c) = c. 则称 c 为f的n−周期点.设m是大于1的自然数, f定义为f(z) = zm,

试计算f的1989-周期点的个数.

解:记An = {z ∈ S|z是f的n − 周期点},Bn = {z ∈ S|fn(z) = z}为fn的不动点集合,显然An ⊆
Bn,又f1(z) = zm,∴ fn(z) = zmn

∴ fn(z) = z ⇔ zmn

= z,又|z| = 1, ∴ zmn−1 = 1, |Bn| = mn − 1.

我们证明Bn, An有如下性质:

(1)若k|n,则Bk ⊆ Bn;

事实上,令n = kq,若c ∈ Bk, fk(c) = c,则fn(c) = fkq(c) = fk(fk(· · · fk(c) · · · ))︸ ︷︷ ︸
q个

= c.

∴ c ∈ Bn, Bk ⊆ Bn.

(2)Bk ∩Bn = Bgcd(k,n), gcd(k, n)为k与n的最大公约数.

由(1),Bgcd(k,n) ⊆ Bk, Bgcd(k,n) ⊆ Bn,∴ Bgcd(k,n) ⊆ Bk ∩Bn.

反之,设c ∈ Bk ∩Bn,fk(c) = c, fn(c) = c,不妨设k < n. 则fn−k(c) = fn−k(fk(c)) = fn(c) = c,由辗转相

除法知fgcd(k,n)(c) = c,∴ c ∈ Bgcd(k,n), Bk ∩Bn ⊆ Bgcd(k,n). ∴ Bk ∩Bn = Bgcd(k,n).

(3)c ∈ Bn \An ⇔ ∃k < n, k ∈ N∗,使k|n且c ∈ Bk.

充分性是显然的(由(1)),设c ∈ Bn \ An, fn(c) = c.且存在l < n,使得fl(c) = c,设k = gcd(l, n),则fk(c) =

c, c ∈ Bk,且k 6 l < n, k|n.证毕.

由1989 = 32 × 13 × 17,若k|1989,且k < 1989,k必整除3 × 13 × 17, 32 × 13, 32 × 17中至少一个.

∴ Bk ⊆ B663 ∪B153 ∪B117,

∴ A1989 = B1989 \ (
⋃

k|1989
k<1989

Bk) = B1989 \ (B663 ∪B153 ∪B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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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容斥原理f的1989-周期点个数为

|A1989| = |B1989| − |B663| − |B153| − |B117|+ |B663 ∩B153|+ |B663 ∩B117|+ |B117 ∩B153|
−|B663 ∩B153 ∩B117|

= |B1989| − |B663| − |B153| − |B117|+ |B51|+ |B39|+ |B9| − |B3|
= (m1989 − 1)− (m663 − 1)− (m153 − 1)− (m117 − 1) + (m51 − 1) + (m39 − 1)

+(m9 − 1)− (m3 − 1)

= m1989 −m663 −m153 −m117 + m51 + m39 + m9 −m3

4.设点D, E, F分别在4ABC的三边BC,CA, AB上, 且4AEF,4BFD,4CDE的内切圆有相等的半

径r, 又以r0和R分别表示4DEF和4ABC的内切圆半径.

求证:r + r0 = R.

证明:设4ABC周长为l,面积为S,内切圆为¯I, 在各边的切点为P, Q, R,4DEF周长为l′,面积为S′.

4AEF,4BFD,4CDE的面积分别为S1, S2, S3,内切圆分别为¯I1,¯I2,¯I3,

在各边的切点为Pi, Qi, Ri(i = 1, 2, 3).

由面积公式2S = Rl, 2S′ = r0l
′,

2S1 = r(AE + EF + FA), 2S2 = r(BD + DF + FB), 2S3 = r(CD + DE + EC).

又S = S′ + S1 + S2 + S3, ∴ Rl = r0l
′ + r(l + l′),即(R− r)l = (r + r0)l′.

又
AQ1

AQ
=

AR1

AR
=

BQ2

BQ
=

BP2

BP
=

CP3

CP
=

CR3

CR
=

r

R

∴ l −Q1Q2 − P2P3 −R1R3

l
=

r

R

又Q1Q2 + P2P3 + R1R3 = Q1F + FQ2 + P2D + DP3 + R3E + ER1

= P1F + R2F + DR2 + DQ3 + EQ3 + EP1 = l′.

∴ l′
l = 1− r

R .∴ (R− r)R = (r + r0)(R− r), R = r + r0.证毕.

5.空间中有1989个点,其中任何三点不共线, 把它们分成点数各不相同的30组, 在任何三个不同的组中

各取一点为顶点作三角形, 求三角形个数的最大值.

解:由分组情况有限,三角形个数必存在最大值,设分为30组,各组点数为x1 < x2 < · · · < x30, 三角形个

数为f(x1, x2, . . . , x30) =
∑

16i<j<k630

xixj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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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存在i ∈ {1, 2, . . . , 29}, xi+1 − xi > 3, 则将(x1, x2, . . . , x30)调整为(x1, . . . , xi + 1, xi+1 − 1, . . . , x30).

f(x1, . . . , xi + 1, xi+1 − 1, . . . , x30)− f(x1, x2, . . . , x30)

= [(xi + 1 + xi+1 − 1)
∑

16j<k630
j,k 6=i,i+1

xjxk + (xi + 1)(xi+1 − 1)
∑

j 6=i,i+1

xj ]

−[(xi + xi+1)
∑

16j<k630
j,k 6=i,i+1

xjxk + xixi+1

∑

j 6=i,i+1

xj ]

= (xi+1 − xi − 1)
∑

j 6=i,i+1

xj > 0

f值增大,类似的,若存在i, j ∈ {1, 2, . . . , 29}, i < j, xi+1−xi > 2, xj+1−xj > 2,将xi调整为xi+1,xj+1调

整为xj+1 − 1,f值增大.

所以当f取最大值时,x1, x2, . . . , x30中相邻两个的差最多有一个是2,其余均为1.

如果所有的均为1,1989 = x1 + (x1 + 1) + · · ·+ (x1 + 29) = 30x1 + 435,x1不是整数,矛盾.

设xt+1 − xt = 2, 1 6 t 6 29,

则1989 = x1 + x2 + · · ·+ x30 = 30x1 + (1 + 2 + · · ·+ t− 1) + (t + 1 + · · ·+ 30) = 30x1 + 465− t.

30x1 − t = 1524, x1 = 51, t = 6.此时各组的点的个数分别为51,52,. . . ,56,58,59,. . . ,81.

6.设f : (1, +∞) → (1,+∞)满足以下条件: 对于任意实数x, y > 1,及u, v > 0,有

f(xuyv) 6 f(x)
1
4u f(y)

1
4v .

试确定所有这样的函数f .

解:令x = y, u = v = t
2 (t > 0),则f(xt) 6 (f(x))

1
t .

以xt代x,1t代t,则f(x) 6 (f(xt))t.

∴ f(xt) = (f(x))
1
t .

设f(e) = c, c > 1,则f(x) = f(e)
1

ln x = c
1

ln x .

另外,当f(x) = c
1

ln x (c > 1)时,f(xuyv) = c
1

u ln x+v ln y , f(x)
1
4u f(y)

1
4v = c

1
4u ln x + 1

4v ln y .

由Cauchy不等式,(u lnx + v ln y)( 1
4u ln x + 1

4v ln y ) > 1.∴ 1
u ln x+v ln y 6 1

4u ln x + 1
4v ln y .

∴ f(xuyv) 6 f(x)
1
4u f(y)

1
4v .

所以所求函数为f(x) = c
1

ln x (c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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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1990年)
郑州 《中学生数理化》编辑部

1.在凸四边形ABCD中,AB与CD不平行, ¯O1过A,B且与边CD相切于P ,

¯O2过C,D且与边AB相切于Q, ¯O1与¯O2相交于E,F .

求证:EF平分线段PQ的充分必要条件是BC ‖ AD.

证明:分两部分证明结论.

(1)EF平分PQ的充要条件为PC · PD = QA ·QB.

设EF与PQ交于K,直线PQ于¯O1,¯O2分别交于J, I.

∵ PC · PD = PI · PQ, QA ·QB = PQ ·QJ , KQ ·KI = KE ·KF = KP ·KJ .

∴ KQ · (KP + IP ) = KP · (KQ + QJ),KQ · IP = KP ·QJ .

∴ KP = KQ ⇔ IP = QJ ⇔ PC · PD = QA ·QB.

(2)BC ‖ AD充要条件为PC · PD = QA ·QB.

设AB与DC交于S.BC ‖ AD ⇔ SD
SC = SA

SB .

而SP 2 = SA · SB, SQ2 = SC · SD.

∴ PC · PD = QA ·QB ⇔ (SC − SP )(SP − SD) = (SB − SQ)(SQ− SA)

⇔ (SC + SD)SP − SP 2 − SC · SD = (SB + SA)SQ− SQ2 − SA · SB

⇔ (SC + SD)SP = (SB + SA)SQ

⇔ (SC + SD)2 · SA · SB = (SA + SB)2 · SC · SD

⇔ SC
SD + SD

SC + 2 = SA
SB + SB

SA + 2

又SD
SC < 1, SA

SB < 1, ∴ PC · PD = QA ·QB ⇔ SD
SC = SA

SB ⇔ BC ‖ AD.

所以EF平分线段PQ的充分必要条件是BC ‖ AD.

2.设x是一个自然数,若一串自然数x0 = 1 < x1 < x2 < · · · < xl = x 满足xi−1|xi(i = 1, 2, . . . , l), 则

称{x0, x1, . . . , xl}为x的一条因子链. l称为该因子链的长度. L(x)与R(x)分别表示 x的最长因子链的长

度和最长因子链的条数.

对于x = 5k × 31m × 1990n,k, m, n都是自然数,试求L(x)与R(x).

解:对于x = pα1
1 pα2

2 · · · pαn
n ,(p1, p2, . . . , pn为互不相同的质数,α1, α2, . . . , αn为正整数). x的因子

链{x0, x1, . . . , xl}是最长因子链的充要条件是 xi

xi−1
均为质数(i = 1, 2, . . . , l).

事实上,对于因子链{x0, x1, . . . , xl},若存在i, (1 6 i 6 l),使得 xi

xi−1
= q1q2,其中q1, q2均为大于1的正整

数, 则{x0, x1, . . . , xi−1, q1xi−1, xi, . . . , xl}是长度为l + 1的因子链, 所以{x0, x1, · · · , xl}不是最长因子
链.

反之,若 xi

xi−1
均为质数(i = 1, 2, . . . , l), 则x = xl = xl

xl−1
· · · · · x2

x1
· x1(x0 = 1)为l个质数的积.所

以l = α1+α2+· · ·+αn. 而对x的任意一个因子链{x0, x1, . . . , xt},x = xt = xt

xt−1
·· · ·· x2

x1
·x1是t个大于1的

正整数之积,而x至多写成l = α1 +α2 + · · ·+αn个大于1的正整数之积,所以t 6 l.所以{x0, x1, · · · , xl}是
最长因子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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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 = α1 + α2 + · · ·+ αn.

每个最长因子链对应一个排列x1,
x2
x1

, . . . , xl

xl−1
, l = L(x), 为α1个p1,α2个p2,. . . ,αn个pn的一个排列.

∴ R(x) = (α1+α2+···+αn)!
α1!α2!···αn! .

当x = 5k × 31m × 1990n = 2n × 5n+k × 31m × 1990n时,

L(x) = 3n + k + m,R(x) = (3n+k+m)!
(n!)2(n+k)!m! .

3.设函数f(x)对x > 0有定义,且满足条件:

(1)对任何x, y > 0, f(x)f(y) 6 y2f(x
2 ) + x2f(y

2 );

(2)存在常数M > 0,当0 6 x 6 1时,|f(x)| 6 M .

求证:对任意x > 0,f(x) 6 x2.

证明:令x = y,(f(x))2 6 2x2f(x
2 ).

令x = 0,(f(0))2 6 0,∴ f(0) = 0,满足结论.

假设存在x > 0,使得f(x) > x2,用归纳法证明

f(
x

2n
) > 22n−2n−1x2(n ∈ N)

n = 0时显然成立,设n = k时成立,f( x
2k ) > 22k−2k−1x2.

∴ f(
x

2k+1
) >

(f( x
2k ))2

2( x
2k )2

>
(22k−2k−1x2)2

2( x
2k )2

= 22k+1−2(k+1)−1x2

即n = k + 1时也成立,所以对任意n ∈ N,f( x
2n ) > 22n−2n−1x2.

又n → +∞时,2n − 2n− 1 → +∞, 1
2n → 0.

∴ ∃m1,当n > m1时,0 < x
2n < 1,∃m2,当n > m2时,22n−2n−1x2 > M .

取m = max{m1,m2},0 < x
2m < 1, f( x

2m ) > M ,矛盾.所以对任意x > 0,f(x) 6 x2.

4.设a是给定的正整数,A和B是两个实数,试确定方程组:

x2 + y2 + z2 = (13a)2 (1)

x2(Ax2 + By2) + y2(Ay2 + Bz2) + z2(Az2 + Bx2) =
1
4
(2A + B)(13a)4 (2)

有整数解的充分必要条件(用A,B的关系式表示,并予以证明).

解:(2)− B
2 × (1)2,得(A− B

2 )(x4 + y4 + z4) = 1
2 (A− B

2 )(13a)4.

若A = B
2 ,(1)与(2)等价,不难验证x = 3a, y = 4a, z = 12a为一组解.

若A 6= B
2 ,则

2(x4 + y4 + z4) = (13a)4 (3)

∴ 2|a,设a = 2a1,x4 + y4 + z4 = 8(13a1)4.

若x, y, z不全为偶数,则必为两个奇数一个偶数,x4 + y4 + z4 ≡ 2 (mod 4),矛盾.

∴ 2|x, 2|y, 2|z.设x = 2x1, y = 2y1, z = 2z1,则若(x, y, z, a)为(3)的解,(x1, y1, z1, a1)也为(3)的解. 类似可

依次得到(x2, y2, z2, a2)也为(3)的解,等等.但这个过程不能一直进行下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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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方程组有整数解的充分必要条件为A = B
2 .

5.设X是一个有限集合, 法则f使得X的每一个偶子集E(偶数个元素组成的子集)都对应一个实数f(E),

满足条件:

(1)存在一个偶子集D,使得f(D) > 1990;

(2)对于X的任意两个不相交的偶子集A,B,有f(A ∪B) = f(A) + f(B)− 1990.

求证:存在X的子集P, Q,满足

(1)P ∩Q = ∅,P ∪Q = X;

(2)对P的任何非空偶子集S,有f(S) > 1990;

(3)对Q的任何偶子集T ,有f(T ) 6 1990.

证明:考虑X的所有偶子集经法则f得到的实数最大的一个为P ,若不止一个,取元素个数最少的一个.

Q = X \ P .则P ∩Q = ∅, P ∪Q = X.

令A = B = ∅,则f(∅) = 1990.

对于∀S ⊆ P, S 6= ∅,f(P ) = f(S) + f(P \ S)− 1990,显然f(P \ S) < f(P ),∴ f(S) > 1990.

对于∀T ⊆ Q,若T = ∅,f(T ) = 1990,否则 T 6= ∅,由f(P ∪T ) = f(P )+f(T )−1990 6 f(P ),f(T ) 6 1990.

∴ P, Q满足条件.证毕.

6.凸n边形及n− 3条在n边形内不相交的对角线组成的图形称为一个剖分图.

求证:当且仅当3|n时,存在一个剖分图是可以一笔划的图 (即可以从一个顶点出发,经过图中各线段恰一

次,最后回到出发点).

证明:因为n− 3条在形内互不相交的对角线将凸n边形分为n− 2个顶点均是n边形顶点的小区域, 每个

区域的内角和不小于π,n边形的内角和为(n− 2)π,所以每个小区域都是三角形.

先证必要性.用归纳法容易证明可将每个三角形区域涂成黑白两色之一,使得有公共边的三角形不同

色. 假设已按照这样的要求染色,由于剖分图为可以一笔画的圈,所以由每个顶点引出的线段都是偶数

条. 从而每个顶点都是奇数个三角形的顶点,因此以原多边形外边界为一边的三角形区域有着相同的颜

色, 不妨设为黑色;另一方面,剖分图的每条对角线都是两种不同颜色三角形的公共边, 所以设黑三角形

有m1个,白三角形有m2个.则n = 3m1 − 3m2,所以3|n.

再证充分性,设n = 3m,多边形为A1A2 . . . A3m.连接A1A3i, A3iA3i+2, A3i+2A1(i = 1, 2, . . . , m−1)这3m−
3条对角线, 形成m− 1个三角形,可由A1出发,依次走过这些三角形,再走过凸多边形即可一笔画并回到

初始点.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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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1991年)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1.平面上有一凸四边形ABCD.

(1).如果平面上存在一点P ,使得4ABP,4BCP,4CDP,4DAP面积都相等,

问四边形ABCD应满足什么条件?

(2).满足(1)的点P ,平面上最多有几个?证明你的结论.

解:(1)(1.1)P在ABCD内部,若A,P, C,B,P, D分别三点共线,

显然ABCD为平行四边形,P为对角线的交点.

若A,P, C不共线,由于4PAB,4PAD等面积,AP必经过对角线BD的中点,同理CP过BD的中点,必

有P为BD的中点,所以4ABD,4BCD面积相等.即一条对角线平分ABCD的面积,显然也是充分条件.

(1.2)P在ABCD之外,不妨设P与B,C在AD异侧,P必与A,B在CD同侧,与C,D在AB同侧.

由4PAB,4PAD面积相等,PA ‖ BD,同理PD ‖ AC.设AC, BD相交于E,AEDP为平行四边形.

SAED = SAPD = SABP + SCDP + SPBC − SABCD = 3SAPD − SABCD.

∴ SAED = 1
2SABCD.

这个条件也是充分条件,若SAED = 1
2SABCD,作平行四边形AEDP ,显然PB,PC均在APDCB内.

∴ SABP = SAPD = SCDP = SAED, SPBC = SAPD + SABCD − SABP − SCDP = SAED.P满足要求.

所以四边形ABCD有一条对角线平分面积,或者在对角线分成的四个三角形中有一个为四边形面积的

一半.

(2)由(1)知,P在形内,形外都至多有一个,又由充要条件不同时取到,P最多有一个.

2.设I = [0, 1],G = {(x, y)|x, y ∈ I}.
求G到I的所有映射f ,使得对任何x, y, z ∈ I有

(1)f(f(x, y), z) = f(x, f(y, z));

(2)f(x, 1) = x, f(1, y) = y;

(3)f(zx, zy) = zkf(x, y).这里,k是与x, y, z无关的正数.

解:由(3),f(x, y) = f(y · x
y , y · 1) = ykf(x

y , 1)(0 < x < y)

f(x, y) = f(x · 1, x · y
x ) = ykf(1, y

x )(0 < y < x)

再由(2),f(x, y) = yk−1x(0 < x < y), f(x, y) = xk−1y(0 < y < x)

又x = y时,f(x, x) = xkf(1, 1) = xk.

在(1)中,取0 < x < y < z < 1,x充分小时,yk−1x < z, x < zk−1y.

f(f(x, y), z) = f(yk−1x, z) = zk−1yk−1x,f(x, f(y, z)) = f(x, zk−1y) = x(zk−1y)k−1.

∴ zk−1 = z(k−1)2 , (k − 1)(k − 2) = 0, k = 1或2.

k = 1时,f(x, y) = min{x, y};k = 2时,f(x, y) = xy.(x > 0, y > 0)

又f(x, 0) = f(x · 1, x · 0) = xkf(0, 1) = 0, f(0, y) = 0, f(0, 0) = zkf(0, 0), f(0, 0) = 0.

∴ k = 1时,f(x, y) = min{x, y};k = 2时,f(x, y) = xy.k 6= 1, k 6= 2时,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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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面上有10只小鸟在啄食,其中任5只小鸟中至少有4只在一个圆上, 问有鸟最多的圆上最少有几只鸟?

解:用10个点表示10只鸟,若其中任意四点均共圆,则十个点共圆.

否则设ABCD不共圆,过其中任意不共线的三个点可作一个圆,最多有四个Si(i = 1, 2, 3, 4). 从其余六

个点中任取一点P与ABCD构成5点组,其中必有4点共圆,必有P落在某个圆Si上, 有抽屉原则,另六个

点中必有两个点落在同一个圆上,这个圆上至少有5个点.

不妨设为A1, A2, A3, A4, A5在C1上,若存在P, Q不在C1上,考察{A1, A2, A3, P, Q}, 其中必有四点共
圆C2,显然C2 6= C1,A1, A2, A3不全在C2上,设A1, A2, P, Q ∈ C2, A3, A4, A5 6∈ C2.

考察{A3, A4, A5, P, Q},必有四点共圆C3,C3 6= C1, 设A3, A4, P, Q ∈ C3, A1, A2, A5 6∈ C3,C3 6= C2.

考察{A1, A2, A5, P, Q},必有四点共圆C4,C4 6= C1, P, Q ∈ C4,A1, A3中至少有一个属于C4.C4 =

C2或C3.但是这显然均构成矛盾.

所以至多有一个点不在C1上,又因为十个点中九点共圆而另一个不在这个圆上满足题意.所以有鸟最多

的圆上最少有九只鸟.

4.求方程x2n+1 − y2n+1 = xyz + 22n+1的所有满足条件 n > 2, z 6 5× 22n 的正整数解组 (x, y, z, n).

解:显然x > y,且x, y奇偶性相同,所以x− y > 2.

当x = 3, y = 1时,z = 32n − 1
3 (1 + 22n+1)为整数,又z 6 5 × 22n, 32n 6 5 × 22n + 1

3 (1 + 22n+1) =

(5 + 2
3 )22n + 1

3 6 6× 22n. ∴ n 6 2,n = 2,z = 70.

下面证不存在其他正整数解:

(1)若y = 1, x > 4,y2n+1 + 22n+1 = 22n+1 + 1, x2n+1 − xyz = z(x2n − z) > x(x2n − 5× 22n)

∴ x2n+1 − xyz > 4(42n − 5× 22n) = 22n+2(22n − 5) > 22n+1,矛盾.

(2)若y > 2,由x > 2, z 6 5× 22n, n > 2.

x2n+1 − xyz > x[(y + 2)2n − yz]

> x[y2n + 4ny2n−1 + 4n(2n− 1)y2n−2 + 22n − yz]

> xy2n + x · 22n + x[4ny2n−1 + 4n(2n− 1)y2n−2 − 5× 22ny]

> y2n+1 + 22n+1 + xy[4ny2n−2 + 4n(2n− 1)y2n−3 − 5× 22n]

∵ y > 2,4ny2n−2 + 4n(2n− 1)y2n−3 > 8× 22n−2 + 8× 3× 22n−3 > 5× 22n.

∴ x2n+1 − xyz > y2n+1 + 22n+1,矛盾,所以只有一组正整数解(x, y, z, n) = (3, 1, 70, 2).

5.求所有自然数n,使得

min
k∈N∗

(k2 +
[ n

k2

]
) = 1991.

这里[x]表示x的整数部分.

解:条件等价于对于∀k ∈ N∗, k2 + n
k2 > 1991, 且∃k0 ∈ N∗, k2

0 + n
k2
0

< 1992.

即对于∀k ∈ N∗, k4 − 1991k2 + n > 0

即(k2 − 1991
2 )2 + n− 19912

4 > 0

取k,使得|k2 − 1991
2 |最小,k = 32,324 − 1991× 322 + n > 0, n > 1024× 967 = 99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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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存在k0 ∈ N∗, k4
0 − 1991k2

0 + n < 0

即(k2 − 996)2 + n− 9962 < 0

由|k2
0 − 996|的最小值为28,所以n− 9962 < −282, n < 9962 − 282 = 1024× 968 = 991232.

∴ 990208 6 n 6 991231.

6.MO牌足球由若干多边形皮块用三种不同颜色的丝线缝制而成, 它有以下特点:

(1)任一多边形皮块的一条边恰与另一多边形皮块同样长的一条边用一种颜色的丝线缝合;

(2)足球上每一个结点,恰好是三个多边形的顶点,每一结点的三条缝线颜色互不相同.

求证:可以在MO牌足球的每一结点上放置一个不等于1的复数, 使得每一多边形的所有顶点上放置的复

数的乘积都等于1.

证明:设这三种颜色为红,黄,蓝,对每条边赋值,红色为1,黄色为e
2
3 πi,蓝色为e

4
3 πi.

对于每个节点,若三种颜色的线依逆时针方向依次为红,黄,蓝,则在这个结点放上e
2
3 πi, 否则放上e

4
3 πi.则

结点上放置的数为逆时针方向一条边的复数除以下一条边的复数,

(e
2
3 πi =

1
e

4
3 πi

=
e

4
3 πi

e
2
3 πi

=
e

2
3 πi

1
, e

4
3 πi =

1
e

2
3 πi

=
e

2
3 πi

e
4
3 πi

=
e

4
3 πi

1
)

所以对于任意一个多边形,沿顺时针方向走过每条边依次为z1, z2, . . . , zk, 则顶点上依次放置ω1 =
z1
z2

, ω2 = z2
z3

, . . . , ωk = zk

z1
, ∴ ω1ω2 · · ·ωk = 1.满足题意,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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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1992年)
北京 北京数学奥林匹克发展中心

1.设方程xn + an−1x
n−1 + an−2x

n−2 + · · · + a1x + a0 = 0的系数都是实数, 且适合条件0 < a0 6
a1 6 a2 6 · · · 6 an−1 6 1.已知λ为方程的复根且|λ| > 1.

求证:λn+1 = 1.

证明:由λn + an−1λ
n−1 + an−2λ

n−2 + · · ·+ a1λ + a0 = 0,a0 > 0, λ 6= 0.

∴ a0( 1
λ )n + a1( 1

λ )n−1 + · · ·+ an−1( 1
λ ) + 1 = 0

a0( 1
λ )n+1 + a1( 1

λ )n + · · ·+ an−1( 1
λ )2 + 1

λ = 0

由|λ| > 1, | 1λ | > 1.

∴ 1 = a0(
1
λ

)n+1 + (a1 − a0)(
1
λ

)n + · · ·+ (1− an−1)(
1
λ

)

= |a0(
1
λ

)n+1 + (a1 − a0)(
1
λ

)n + · · ·+ (1− an−1)(
1
λ

)|

6 a0| 1
λ
|n+1 + (a1 − a0)| 1

λ
|n + · · ·+ (1− an−1)| 1

λ
|

6 a0 + (a1 − a0) + · · ·+ (1− an−1) = 1

取等号条件为 a0
λn+1 , a1−a0

λn , . . . , 1−an−1
λ 的辐角相同, 且|λ| = 1.

但是 a0
λn+1 + a1−a0

λn + · · ·+ 1−an−1
λ = 1 所以它们均为非负实数,又a0 > 0,∴ λn+1 ∈ R+.

又因为|λn+1| = 1, ∴ λn+1 = 1.

2.设x1, x2, · · · , xn为非负实数,记xn+1 = x1, a = min{x1, x2, · · · , xn},试证:

n∑

i=1

1 + xi

1 + xi+1
6 n +

1
(1 + a)2

n∑

i=1

(xi − a)2

其中等号成立当且仅当x1 = x2 = · · · = xn.

证明:对n用数学归纳法,n = 1时,x1 = a,结论显然成立.

设n = k时结论成立,当n = k + 1时,不妨设x1 = a,由归纳假设

k∑

i=1

1 + xi

1 + xi+1
+

1 + xk

1 + x1
6 k +

1
(1 + a)2

k∑

j=1

(xj − a)2

因此要证明
k+1∑

i=1

1 + xi

1 + xi+1
6 k + 1 +

1
(1 + a)2

k+1∑

i=1

(xi − a)2

只需证明
1 + xk

1 + xk+1
+

1 + xk+1

1 + x1
− 1 + xk

1 + x1
6 1 +

(xk+1 − a)2

(1 + a)2

即
(xk+1 − x1)(xk+1 − xk)

(1 + xk+1)(1 + x1)
6 (xk+1 − a)2

(1 + a)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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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xk+1 > x1 = a, xk > x1 = a,所以(1+xk+1)(1+x1) > (1+a)2,(xk+1−x1)(xk+1−xk) 6 (xk+1−a)2.

(1)显然成立,等号成立时当且仅当x1 = x2 = · · · = xk,且xk+1 = xk = x1. 所以n = k + 1时结论成立.由

归纳法,结论成立.

3.在平面上给出一个9 × 9的方格表, 并在其中每一方格中都任意填入+1或-1. 下面一种改变填入数字

的方式称为一次变动: 对于任意一个小方格,将与此格有一条公共边的所有小方格 (不包含此格本身)中

的数作连乘积,于是每取一个格, 就算出一个数.在所有小格都取遍后, 就将原来格中的数全部擦去,而

将这些算出的数填入相应的小方格中. 试问是否总可以经过有限次变动,使得所有小方格中的数都变

为+1?

解:未必,例如如下的4 × 4表格经变动后保持不变, 将它对称填入9 × 9格子的四个角的4 × 4方格, 并将

正中一行与正中一列均填上+1,该9× 9方格表经变动后保持不变.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凸四边形内接于¯O,对角线AC与BD相交于P ,4ABP与4CDP的外接圆相交于P和另一点Q,

且O, P,Q三点两两不重合.试证∠OQP = 90◦.

证明:不妨设Q在∠BPC内,连结AO, AQ, DO, DQ.

则∠AQD = ∠AQP + ∠DQP = ∠ABP + ∠DCP = 2∠ABD = ∠AOD.

所以A,D, Q,O四点共圆.

∴ ∠OQP = ∠AQO + ∠PQA = ∠ADO + ∠ABD = 1
2 (180◦ − ∠AOD) + 1

2∠AOD = 90◦,证毕.

5.在有8个顶点的简单图中,没有四边形的图的边数的最大值是多少? (简单图是指任意顶点与自己没有

边相连,而且任意两个顶点之间至多有一条边相连的图)

解:最大值为11,首先构造一个8顶点11条边的图,其中没有四边形.顶点为Ai(i = 1, 2, . . . , 8), 边

为A1A2, A2A3, A3A4, A4A5, A5A1, A5A6, A6A7, A7A8, A8A4, A1A6, A3A8.不难验证这个图满足题意.

下面证明:若简单图G中有8个顶点,12条边,其中必存在四边形.若不然,设G中度数最大的顶点(中的一

个)为A,A的度数为d. 显然8d > 2× 12 = 24,即d > 3.

(1)若d > 5,设与A有边相连的顶点组成的集合为S,|S| = d. 则S中不会有顶点与其他两个同在S中的顶

点相连,顶点均在S中的边至多有[d
2 ]条, 而其他的顶点每个至多与S中一个顶点相连,所以图G中最多有

边f(d) = d + [d
2 ] + 7− d +

(
7−d
2

)
条, 不难验证d > 5时,f(d) < 12,矛盾.

(2)d = 4,(1)中的讨论仍适用,此时f(d) = 12,必有所有取等号的条件都取到. 设S = {B1, B2, B3, B4},另
三个点为C1, C2, C3.不妨设B1, B2相连,B3, B4相连,C1C2C3构成三角形. S1 = {B1, B2}, S2 = {B3, B4},
由于C1, C2, C3每个向S中的一个点连出一条边,必有两个同向S1或S2中的点连出边, 不妨设为C1, C2都

向S1中的点连出边,C1与B1相连. 但是此时,若C2与B1相连,则B1C1C3C2为四边形; 若C2与B2相

连,则B1C1C2B2为四边形.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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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 3,则所有的顶点度数均为3,不妨设A,B之间没有边相连,从它们连出的边为AAi, BBi(i = 1, 2, 3).

则S1 = {A1, A2, A3}, S2 = {B1, B2, B3}至多有一个公共元素.

(3.1)若它们没有公共元素,A,A1, A2, A3, B, B1, B2, B3为全部8个点,由(1)中的讨论知,S1,S2中顶点相连

各自至多有一条边. 它们之间最多有3条边,最多有11条边,矛盾.

(3.2)若它们有公共元素,设A3 = B3,第8个点为C,从它出发只能各向S1,S2连出一条边, 而它又不

与A,B相连,所以C的度数小于3,矛盾.

综上所述,若简单图G中有8个顶点,12条边,其中必存在四边形.所以在有8个顶点的简单图中,没有四边

形的图的边数的最大值是11.

6.已知整数序列{a0, a1, a2, . . .}满足条件:

(1)an+1 = 3an − 3an−1 + an−2, n = 2, 3, . . .

(2)2a1 = a0 + a2 − 2.

(3)对任意的自然数m,存在k,使得ak, ak+1, . . . , ak+m−1都为完全平方数.

试证:序列{a0, a1, a2, . . .}的所有项都是完全平方数.

证明:由(1)的特征方程x3 = 3x2 − 3x + 1的三个根均为1知an = an2 + bn + c(a, b, c为待定实数.

代入(2)得a = 1,an = n2 + bn + c = (n + b
2 )2 + c− b2

4 .

b = a1 − a0 − 1, c = a0均为整数,令

(n +
b− 1

2
)2 < an = (n +

b

2
)2 + c− b2

4
< (n +

b + 1
2

)2 (∗)

只需

n >
(b− 1)2

4
− c, n > c− (b + 1)2

4
.

令

n0 = [max{ (b− 1)2

4
− c, c− (b + 1)2

4
}] + 1

则当n > n0时,(∗)成立.在(3)中令m = n0 + 1,知道必存在n > n0使an为完全平方数,必有an =

(n + b
2 )2,b为偶数.

所以c− b2

4 = 0,∴ ∀n ∈ N, an = (n + b
2 )2为完全平方数,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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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1993年)
济南 山东大学

1.设n是奇数,试证明存在2n个整数a1, a2, . . . , an; b1, b2, . . . , bn, 使得对于任意一个整数k, 0 < k < n.下

列3n个数ai +ai+k, ai + bi, bi + bi+k (i = 1, 2, · · · , n,其中an+j = aj , bn+j = bj)被3n除时余数互不相同.

证明:令ai = 3i, bi = 3i + 1(i = 1, 2, . . . , n)

则ai + ai+k = 3(2i + k) ≡ 0 (mod 3)

ai + bi = 6i + 1 ≡ 1 (mod 3)

bi + bi+k = 3(2i + k) + 2 ≡ 2 (mod 3)

显然不同组的两数被3n除余数互不相同,只需说明同一组中任一两个数模3n互不相同, 即ci = 6i模3n互

不相同.(i = 1, 2, . . . , n)

若ci ≡ cj (mod 3n),则6(j − i) ≡ 0 (mod 3),即n|2(j − i),但是n为奇数,∴ n|j − i,又因为|j − i| < n,必

有j = i.

所以这3n个数被3n除时余数互不相同.

2.给定自然数k及实数a > 0, 已知k1 + k2 + · · · + kr = k, ki ∈ N∗(i = 1, 2, . . . , r, 1 6 r 6 k).求ak1 +

ak2 + · · ·+ akr的最大值.

解:当a = 1时,ak1 + ak2 + · · ·+ akr = r,显然最大值为k.

当a > 0,且a 6= 1时,f(x) = ax在[1,+∞)上为下凸函数, 即aki + akj 6 a + aki+kj−1(ki, kj ∈ N∗. 这是由
于它等价于a(aki−1 − 1)(akj−1 − 1) > 0,两括号内显然同号.

所以我们可以经过r − 1次调整将其调整为k1 = k2 = · · · = kr−1 = 1, kr = k + 1− r的情况,而值始终不

减. 设此时的值为F (r) = (r − 1)a + ak+1−r.

又a + am 6 am+1 ⇔ m > loga( a
a−1 ).

若k + 1− r > loga( a
a−1 ),则

F (r) = (r − 2)a + a + ak+1−r 6 (r − 2)a + ak+2−r 6 (r − 3)a + ak+3−r 6 · · · 6 ak = F (1)

若k + 1− r < loga( a
a−1 ),则

F (r) = ra− a + ak+1−r 6 ra + ak−r 6 · · · 6 ka = F (k)

所以F的最大值为max{ak, ka} = max{ak, ka}.
所以ak1 + ak2 + · · ·+ akr的最大值为

max{ak, ka} =





ka, a 6 k
1

k−1 (k > 2) 当r = k, k1 = k2 = · · · = kr = 1取等号

ak, k = 1或a > k
1

k−1 (k > 2) 当r = 1, k1 = k取等号

3.设圆K和K1同心,它们的半径分别为R和R1, R1 > R. 四边形ABCD内接于圆K,四边形A1B1C1D1内

接于圆K1, 点A1, B1, C1, D1分别在射线CD, DA, AB, BC上, 求证:

SA1B1C1D1

SABCD
> R2

1

R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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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设AB = a,BC = b, CD = c,DA = d,AB1 = w, BC1 = x,CD1 = y, DA1 = z.则

SA1B1C1D1

SABCD
= 1+

SAB1C1

SABCD
+

SBC1D1

SABCD
+

SCD1A1

SABCD
+

SDA1B1

SABCD
= 1+

w(a + x)
ad + bc

+
x(b + y)
ab + cd

+
y(c + z)
ad + bc

+
z(d + w)
ab + cd

由切割线定理,(a + x)x = (b + y)y = (c + z)z = (d + w)w = R2
1 −R2.要证明

SA1B1C1D1

SABCD
> R2

1

R2
.

只需证明 (R2
1 −R2)

(
w

x(ad + bc)
+

x

y(ab + cd)
+

y

z(ad + bc)
+

z

w(ab + cd)

)
> R2

1 −R2

R2

即 w

x(ad + bc)
+

x

y(ab + cd)
+

y

z(ad + bc)
+

z

w(ab + cd)
> 1

R2
(∗)

由均值不等式知(∗)左边> 4√
(ad+bc)(ab+cd)

.

再由均值不等式

(ad + bc)(ab + cd) 6
(

ad + bc + ab + cd

2

)2

=
1
4
[(a + c)(b + d)]2

6 1
4

[(
a + c + b + d

2

)2
]2

=
1
64

(a + b + c + d)4

由圆内接四边形中正方形周长最长知a + b + c + d 6 4
√

2R.

∴ (ab + cd)(bc + ad) 6 16R4,显然有(∗)成立.证毕.

4.给定集合S = {z1, z2, · · · , z1993}, 其中z1, z2, · · · , z1993是非零复数(可看作平面上的非零向量). 求

证:可以把S中的元素分成若干组,使得

(1)S中每个元素属于且仅属于其中一组;

(2)每一组中任一复数与该组所有复数之和的夹角不超过90◦;

(3)将任意两组中复数分别求和,所得和数之间的夹角大于90◦.

证明:取S中某些元素组成子集A,使得这些元素之和的模长最大.

由于元素个数有限,所以子集的取法有限,必然存在这样的A.

在S \A中同样取元素之和模长最大的一些元素组成B.

C = S \A \B,下面我们证明A,B, C满足题意.

若不然,设A,B, C中元素之和分别为a, b, c,

(1)若存在z ∈ A,与a夹角大于90◦,则−z与a夹角为锐角,则 |(−z) + a| > |a|,与A的选取矛盾.∴ A中的元

素与a的夹角均不超过90◦,类似的这对B也成立.

(2)对于z 6∈ A,若z与a的夹角不大于90◦,则 |z + a| > |a|,与A的选取矛盾. 所以任意不在A中的元素或它

们的和与a的夹角大于90◦.类似的, 任意在C中的元素或它们的和与b的夹角大于90◦.

所以a, b, c两两夹角大于90◦.

(3)若存在z ∈ C,z与c的夹角大于90◦,则a, b, c, z两两夹角大于90◦,矛盾. 所以C中的元素与c的夹角均不

超过90◦.

综上所述,A,B, C满足题意,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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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人到书店买书,已知

(1)每人都买了三种书;

(2)任何两人所买的书,都至少有一种相同.

问购买人数最多的一种书最(至)少有几人购买?说明理由.

解:至少有5个人.

设A买的书为1,2,3,其余9人每人至少买这三者之一,有抽屉原则至少有4人买了同一种书,再加上A,至少

有5个人.

另外,若10个人买的书分别为(123),(123),(145),(167),(246),(246),(257),(347),(356),(356). 则不难验证

满足条件,且购买人数最多的一种书恰有5人购买.

6.设函数f : (0, +∞) → (0,+∞)满足以下条件: 对于任意正实数x, y,有f(xy) 6 f(x)f(y).

试证:对任意的正实数x及自然数n,有

f(xn) 6 f(x)f(x2)
1
2 · · · f(xn)

1
n

证明:设Fn(x) = f(x)f(x2)
1
2 · · · f(xn)

1
n ,则Fn(x) = Fn−1(x)f(xn)

1
n , Fn

n (x) = Fn
n−1(x)f(xn).

类似的,Fn−1
n−1 (x) = Fn−1

n−2 (x)f(xn−1), · · · , F 2
2 (x) = F 2

1 (x)f(x2), F1(x) = f(x).

相乘得Fn
n (x) = Fn−1(x)Fn−2(x) · · ·F2(x)F1(x)f(xn)f(xn−1) · · · f(x).

用归纳法证明Fn(x) > f(xn).对于n = 1显然成立,设对n 6 k均成立,由归纳假设

F k+1
k+1 (x) = Fk(x)Fk−1(x) · · ·F1(x)f(xk+1)f(xk) · · · f(x)

> f(xk)f(xk−1) · · · f(x)f(xk+1)f(xk) · · · f(x)

= f(xk+1)(f(xk)f(x))(f(xk−1)f(x2)) · · · (f(x)f(xk))

> (f(xk+1))k+1

∴ Fk+1(x) > f(xk+1),由数学归纳法知结论对于∀n ∈ N∗均成立.

∴ Fn(x) > f(xn),即f(xn) 6 f(x)f(x2)
1
2 · · · f(xn)

1
n .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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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1994年)
上海 复旦大学

1.设ABCD是一个梯形(AB ‖ CD),E是线段AB上一点,F是线段CD上一点, 线段CE与BF相交于

点H,线段ED与AF相交于点G, 求证:SEHFG 6 1
4SABCD.

如果ABCD是一个任意的凸四边形, 同样结论是否成立?请说明理由.

证明:引理:在梯形ABCD中,AC,BD交于E.(AB ‖ CD)则S4AED = S4BEC 6 1
4SABCD.

引理的证明:显然S4ACD = S4BCD,都减去S4CDE ,即有S4AED = S4BEC ,设为S.则

S

S4ABE
=

DE

BE
=

S4CDE

S

∴ S4ABES4CDE = S2,由均值不等式

SABCD = S4ABE + S4CDE + 2S > 2
√

S4ABE · S4CDE + 2S = 4S

所以S4AED = S4BEC 6 1
4SABCD.

回到原题,由引理,S4EGF 6 1
4SAEDF , S4EHF 6 1

4SBECF .

相加得SEHFG 6 1
4SABCD.

如果ABCD是一个任意的凸四边形,结论未必成立.

当DA → 0, E → B,F → C时,SEFGH → SABCD.

所以当AD
BC , BE

AB , CF
CD足够小时,SEFGH > 1

4SABCD.

2.n(n > 4)个盘子里放有总数不少于4的糖块, 从任意的两个盘子各取一块糖,放入另一个盘子中, 称为

一次操作,问能否经过有限次操作, 将所有的糖块集中到一个盘子中去?证明你的结论.

解:能够做到.用数学归纳法证明,设有m块糖,(m > 4).

当m = 4时,至多有4个盘子中有糖,只有下面几种情况,不难看出结论均成立.

(1)(1, 1, 1, 1) → (3, 1, 0, 0) → (2, 0, 2, 0) → (1, 0, 1, 2) → (0, 0, 0, 4)

(2)(2, 1, 1, 0) → (4, 0, 0, 0)

(3)(3, 1, 0, 0) → (2, 0, 2, 0) → (1, 0, 1, 2) → (0, 0, 0, 4)

(4)(2, 2, 0, 0) → (1, 1, 2, 0) → (0, 0, 4, 0)

(5)(4, 0, 0, 0)

设当小于m时结论均成立(m > 4),当有m块糖时,可以先将m− 1块糖集中到一个盘子内, 由归纳假设这

是可以做到的.剩下的一块若也在同一个盘子内,显然结论成立.否则可由如下的过程将m块糖集中到一

个盘子内.

(m− 1, 1, 0, 0) → (m− 2, 0, 2, 0) → (m− 3, 2, 1, 0) → (m− 4, 1, 1, 2) → (m− 2, 0, 1, 1) → (m, 0, 0, 0)

由归纳法,总可经有限次操作将所有的糖集中到同一个盘子中.

3.求适合以下条件的所有函数f : [1, +∞) → [1,+∞),

(1)f(x) 6 2(x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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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x + 1) = (f(x))2−1
x .

解:显然f(x) = x + 1是一个符合条件的函数,若存在f满足条件,且∃x0 ∈ [1,+∞),使得f(x0) 6= x0 + 1.

(1)f(x0) > x0 + 1,设g(x) = f(x)− x− 1,g(x0) > 0,又由于f(x) 6 2(x + 1),得到g(x) 6 x + 1.

而且由条件(2)不难得到g(x + 1) = 2g(x) + 1
x [(g(x))2 + 2g(x)].

∴ g(x0 + 1) > 2g(x0) > 0,由数学归纳法不难证明g(x0 + n) > 2ng(x0),当n充分大时,g(x0 + n) >

2ng(x0) > x0 + n + 1,矛盾.

(2)f(x0) < x0 + 1,设g(x) = x + 1− f(x),g(x0) > 0,由f(x) > 1,得到g(x) 6 x.

而且由条件(2)不难得到g(x + 1) = 2g(x)− 1
x [(g(x))2 − 2g(x)].

∴ g(x0 + 1) > 2g(x0)− (g(x0)− 2) = g(x0) + 2,由数学归纳法不难证明f(x0 + n) > g(x0) + 2n,当n充

分大时,g(x0 + n) > g(x0) + 2n > x0 + n,矛盾.

综上所述,对于任意的x ∈ [1,+∞),f(x) = x + 1,所以f(x) = x + 1是唯一满足条件的函数.

4.已知f(z) = C0z
n + C1z

n−1 + C2z
n−2 + · · · + Cn−1z + Cn是一个n次复系数多项式, 求证:一定存在

一个复数z0, |z0| 6 1,满足|f(z0)| > |C0|+ |Cn|.
证明:取ω,|ω| = 1,使得C0ω

n与Cn辐角相同,(Cn = 0时,ω = 1即可). ε = e
2πi
n 为n次单位根.

令zi = ωεi−1(i = 1, 2, . . . , n),则

f(z1) + f(z2) + · · ·+ f(zn) = n(C0ω
n + Cn), |z1| = |z2| = · · · = |zn| = 1

∴
n∑

i=1

|f(zi)| > |f(z1) + f(z2) + · · ·+ f(zn)| = n|C0ω
n + Cn| = n(|C0|+ |Cn|)

所以必然存在i,使得f(zi) > |C0|+ |Cn|, |zi| = 1,显然结论成立.

5.对任何自然数n,求证恒等式:
n∑

k=0

(
n

k

)
2k

(
n− k

[n−k
2 ]

)
=

(
2n + 1

n

)

其中
(
0
0

)
= 1, [n−k

2 ]表示n−k
2 的整数部分.

证明:考虑函数f(x) = (1 + x)2n+1,显然
(
2n+1

n

)
为它的n次项系数.

另一方面 f(x) = (x2 + 2x + 1)n(x + 1) =
n∑

k=1

(x + 1)(x2 + 1)n−k(2x)k

(
n

k

)

考虑每一项中xn的系数,若n − k为偶数,(x + 1)(x2 + 1)n−k中xn−k的系数为

(
n− k
n−k

2

)
; 若n − k为奇

数,(x + 1)(x2 + 1)n−k中xn−k的系数为

(
n− k
n−k−1

2

)
.

所以每一项中xn的系数均为

(
n

k

)
2k

(
n− k

[n−k
2 ]

)
.

f(x)中xn的系数为
n∑

k=0

(
n

k

)
2k

(
n− k

[n−k
2 ]

)

∴
n∑

k=0

(
n

k

)
2k

(
n− k

[n−k
2 ]

)
=

(
2n + 1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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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设M为平面上坐标为(1994p, 7× 1994p)的点, 其中p是素数,求满足下述条件的直角三角形的个数:

(1)三角形的三个顶点都是整点,而且M是其直角顶点;

(2)三角形的内心是坐标原点.

解:设该直角三角形为MAB,并且MA斜率为正.

将坐标原点平移至M ,设MA,MO的倾斜角分别为α, β,则tanβ = 7.

所以MA的斜率为k = tan α = tan(β − π
4 ) = tan β−1

1+tan β = 3
4 .

MB的斜率为− 4
3 ,设A(−4t,−3t), B(3t′,−4t′),由A,B为整点,t, t′为正整数,MA = 5t,MB = 5t′.

由内心性质,并且∠M是直角,MA + MB −AB = 2r,
√

2r = MO =
√

(1994p)2 + (7× 1994p)2,

MA > r,MB > r.(r为内切圆半径)

∴ 5t + 5t′ − 5
√

t2 + t′2 = 1× 5× 1994p,

t2 + t′2 = (t + t′ − 2× 1994p)2,

tt′ − 2× 1994p(t + t′) + 2× 19942p2 = 0(t > 1994p, t′ > 1994p)

(t− 2× 1994p)(t′ − 2× 1994p) = 2× (1994p)2

设m = t− 2× 1994p, n = t′ − 2× 1994p.mn = 23 × 9972 × p2.

不难知道m,n均为正整数,所以(m,n)一组正整数解对应一个直角三角形.

∴ 直角三角形的个数为23 × 9972 × p2的正因子个数.

p 6= 2, p 6= 997时为(3 + 1)(2 + 1)(2 + 1) = 36;

p = 2时为(5 + 1)(2 + 1) = 18;

p = 997时为(3 + 1)(4 + 1)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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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1995年)
合肥 中国科技大学

1.设2n个实数a1, a2, . . . , an; b1, b2, . . . , bn(n > 3)满足

(1)a1 + a2 + · · ·+ an = b1 + b2 + · · ·+ bn;

(2)0 < a1 = a2, ai + ai+1 = ai+2(i = 1, 2, . . . , n− 2);

(3)0 < b1 6 b2, bi + bi+1 6 bi+2(i = 1, 2, . . . , n− 2).

求证:an−1 + an 6 bn−1 + bn.

证明:若a1 6 b1,则由递推关系不难证明ai 6 bi(i = 1, 2, . . . , n),显然结论成立.

若存在2 6 i 6 n,使得ai 6 bi, ai+1 6 bi+1.

i = n− 1时,显然有结论成立;i < n− 1时,由递推关系不难证明aj 6 bj(j > i),所以也有结论成立.

否则必有a1 > b1,设I = {i|ai 6 bi},则I中不存在相邻的正整数.

设I ′ = {j|j = i− 1, i ∈ I}, I ∩ I ′ = ∅.
若i ∈ I,则ai 6 bi, ai−1 > bi−1, ai+1 > bi+1(i 6 n− 2).

∴ ai + ai−1 = ai+1 > bi+1 > bi + bi−1. ∴
∑

i∈I∪I′
ai >

∑
i∈I∪I′

bi(i 6 n− 2).

又若i ∈ I ∪ I ′,ai > bi.

∴
n−2∑
i=1

ai >
n−2∑
i=1

bi, 又
n∑

i=1

ai =
n∑

i=1

bi, ∴ an−1 + an 6 bn−1 + bn.

综上所述,an−1 + an 6 bn−1 + bn.

2.设N为自然数集合, f : N→ N适合条件:f(1) = 1,对于任何自然数n都有

◦ 3f(n)f(2n + 1) = f(2n)(1 + 3f(n));

◦ f(2n) < 6f(n).

试求方程f(k) + f(l) = 293,其中k < l的所有解.

解:由gcd(3f(n), 1 + 3f(n)) = 1, ∴ 3f(n)|f(2n).

又因为f(2n) < 6f(n),所以f(2n) = 3f(n), f(2n + 1) = 3f(n) + 1 = f(2n) + 1.

由f(1) = 1,由归纳法不难证明:若n的二进制表示为

(amam−1 . . . a0)2 = am2m + am−12m−1 + · · ·+ a0(ai = 0或1)

则f(n)的三进制表示为

(amam−1 . . . a0)3 = am3m + am−13m−1 + · · ·+ a0(ai = 0或1)

由k < l,显然f(k) < f(l),

设k = (amam−1 . . . a0)2, l = (bmbm−1 . . . b0)2, ci = ai + bi, ci = 0, 1, 2(i = 0, 1, . . . , m).

则f(k) + f(l) = (cmcm−1 . . . c0)3.

而293 = 35 + 33 + 2× 32 + 3 + 2 = (101212)3.所以由f(k) < f(l), am 6 bm,m = 5.

必有a5 = 0, b5 = 1, a4 = b4 = 0, a2 = b2 = a0 = b0 = 1.a3 + b3 = 1, a1 + b1 = 1.

不难知道只有四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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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3 = a1 = 1,f(k) = (1111)3, f(l) = (100101)3, (k, l) = (15, 37);

(2)a3 = 0, a1 = 1,f(k) = (111)3, f(l) = (101101)3, (k, l) = (7, 45);

(3)a3 = 1, a1 = 0,f(k) = (1101)3, f(l) = (100111)3, (k, l) = (13, 39);

(4)a3 = a1 = 0,f(k) = (101)3, f(l) = (101111)3, (k, l) = (5, 47).

3.试求
10∑

i=1

10∑

j=1

10∑

k=1

|k(x + y − 10i)(3x− 6y − 36j)(19x + 95y − 95k)|

的最小值,其中x和y是任意实数.

解:设
F =

10∑

i=1

10∑

j=1

10∑

k=1

|k(x + y − 10i)(3x− 6y − 36j)(19x + 95y − 95k)|

F1 =
10∑

i=1

|x + y − 10i|, F2 =
10∑

j=1

|x− 2y − 12j|, F3 =
10∑

k=1

k|x + 5y − 5k|

则F = 57F1F2F3.

引理:a1, a2, . . . , an为n个实数,a1 6 a2 6 · · · 6 ak.定义b为它们的中位数:

若2|n, n = 2m,am 6 b 6 am+1;

若2 - n, n = 2m + 1, b = am+1.

设g(x) = |x− a1|+ |x− a2|+ · · ·+ |x− an|,则g(t)的最小值为g(b).

引理的证明:∵ |x− a1|+ |x− an| > an − a1(当a1 6 x 6 an时取等号)

|x− a2|+ |x− an−1| > an−1 − a2(当a2 6 x 6 an−1时取等号)· · ·
n为偶数时,|x− an

2
|+ |x− an

2 +1| > an
2 +1 − an

2
(当an

2
6 x 6 an

2 +1时取等号)

n为奇数时,|x− an+1
2
| > 0(当x = an+1

2
时取等号)

∴ g(x) > (an + an−1 + · · ·+ a[ n
2 ]+1)− (a[ n+1

2 ] + · · ·+ a1) (当x = b时取等号)

回到原题,由引理分别应用到F1, F2, F3上得

F1 > 10× (10 + 9 + 8 + 7 + 6− 5− 4− 3− 2− 1) = 250, 50 > x + y > 60时取等号.

F2 > 12× (10 + 9 + 8 + 7 + 6− 5− 4− 3− 2− 1) = 300, 60 > x− 2y > 72时取等号.

F3 > 5× (10× 10+9× 9+8× 8− 7× 6− 6× 6− 5× 5− 4× 4− 3× 3− 2× 2− 1) = 560, x+5y = 35时

取等号.

∴ F > 57× 250× 300× 560 = 2394000000.

且不难验证x = 60, y = −5时满足所有取等号条件,所以原式的最小值为2394000000.

4.空间有四个球,它们的半径分别为2,2,3,3,每个球都与其余3个球外切, 另有一个小球与这四个球都外

切,求该小球的半径.

解:设四个球的球心分别为A,B, C, D,则AB = 4, CD = 6, AC = BC = AD = BD = 5.

设E, F分别为AB,CD中点,小球球心为O,半径为r,则四面体ABCD关于平面ABF ,CDE对称.

四个球也同样,所以由对称性O在EF上.

OE =
√

OA2 −AE2 =
√

(2 + r)2 − 22 =
√

r2 + 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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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
√

OD2 −DF 2 =
√

(3 + r)2 − 32 =
√

r2 + 6r,

EF =
√

FA2 −AE2 =
√

DA2 −DF 2 −AE2 =
√

52 − 32 − 22 = 2
√

3.

∴
√

r2 + 4r +
√

r2 + 6r = 2
√

3.

解得r = 6
11 .

5.设a1, a2, . . . , a10是任意10个两两不同的自然数, 它们的和为1995.试求a1a2 + a2a3 + · · · + a9a10 +

a10a1的最小值.

解:将a1, a2, . . . , a10按顺时针方向依次写在一个圆周上,于是所求表达式即为每相邻两数乘积的总和A.

并且将a1, a2, . . . , a10的和记为N ,N > 55.将和为N的任意10个不同自然数所对应的表达式的最小值记

为S(N).

先考虑这10个数为1, 2, . . . , 10的情况,即N = 55时.

不妨设a1 = 10,我们通过调整证明a1, a2, . . . , a10依次为10, 1, 9, 3, 7, 5, 6, 4, 8, 2时取到最大值.

若aj = 1, j 6= 2,将(a2, . . . , aj−1, aj)这一段整个的按逆过来的顺序排列,即变为(aj , aj−1, . . . , a2), 设操

作前所求表达式为A,操作后为A′,

则A′ −A = (10 + a2aj+1)− 10a2 − aj+1 = (a2 − 1)(aj+1 − 10) 6 0,A的值下降了.

同理若a10 6= 2,通过类似的调整使a10 = 2,且A的值减少;类似的经过有限次操作即得到(a1, a2, . . . , a10) =

(10, 1, 9, 3, 7, 5, 6, 4, 8, 2),且每次操作A的值都下降.

∴ S(55) = 10 + 9 + 27 + 21 + 35 + 30 + 24 + 32 + 16 + 20 = 224.

对于N > 55,显然最大的数大于10,第二大的数不小于9,. . . ,最小的数不小于1.

不妨设a1最大,经类似的讨论可知道若将a1, a2, . . . , a10从大到小依次以 10, 9, . . . , 1代替,必有按照上面

方式排列时取最小值.

设(b1, b2, . . . , b10) = (10, 1, 9, 3, 7, 5, 6, 4, 8, 2),ci = ai − bi > 0, c11 = c1, b11 = b1, b0 = b10.

A = a1a2 + a2a3 + · · ·+ a9a10 + a10a1

=
10∑

i=1

bibi+1 +
10∑

i=1

cici+1 +
10∑

i=1

ci(bi−1 + bi+1)

> 224 + (b2 + b10)(N − 55) = 3N + 59

而当(a1, a2, . . . , a10) = (N − 45, 1, 9, 3, 7, 5, 6, 4, 8, 2)时,A = 3N + 59.∴ S(N) = 3N + 59.

所以N = 1995时,a1a2 + a2a3 + · · ·+ a9a10 + a10a1的最小值为3× 1995 + 59 = 6044.

6.设n是大于1的奇数,已给 y0 = (x(0)
1 , x

(0)
2 , . . . , x

(0)
n−1, x

(0)
n ) = (1, 0, . . . , 0, 1).

设
x

(k)
i =

{
0 x

(k−1)
i = x

(k−1)
i+1 时, i = 1, 2, . . . , n

1 x
(k−1)
i 6= x

(k−1)
i+1 时, i = 1, 2, . . . , n

其中x
(k−1)
n+1 = x

(k−1)
1 .

记yk = (x(k)
1 , x

(k)
2 , . . . , x

(k)
n−1, x

(k)
n ), k = 1, 2, . . .

若正整数m满足y0 = ym.求证:m是n的倍数.

证明:将一个圆周n等分,将x
(k)
1 , x

(k)
2 , . . . , x

(k)
n−1, x

(k)
n 依次按顺时针方向写在这些分点上表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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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y0,显然它有唯一的对称轴,不妨设为竖直线.

因为x
(k)
i ≡ x

(k−1)
i + x

(k−1)
i+1 (mod 2).

所以将yk中每两个相邻点上的数的和除以2的余数放在这段弧的中点上,再将原先的数撤去,显然对称轴

是不变的. 而再将它逆时针旋转π
n时,即得到yk+1.所以yk+1的对称轴是yk的对称轴逆时针旋转

π
n .

若y0 = ym,它们的对称轴也相同,而中间变换了m次,对称轴旋转了mπ
n ,而它重合于竖直线, 所以它旋转

了π的整数倍,记为kπ.∴ mπ
n = kπ, m = kn,即m是n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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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1996年)
天津 南开大学

1. 设H是锐角4ABC的垂心, 由A向以BC为直径的圆作切线AP ,AQ,切点分别为P ,Q.

求证:P, H,Q三点共线.

证明:设三条高的垂足分别为D, E, F ,BC中点为O,PQ与AO交于R,则AO ⊥ PR.

由∠APO = ∠ARP = 90◦,4APO v ∠ARP, AO ·AR = AP 2.

又∠ADC = ∠BEC = 90◦,∴ H, D,C, E四点共圆.∴ AE ·AC = AH ·AD.

由切割线定理AE ·AC = AP 2.

∴ AO ·AR = AH ·AD.

若D与O重合,则H与R重合,P, H,Q显然共线.

否则,O, D,H, R四点共圆,∠ORH = ∠ODH = 90◦.

∴ AO ⊥ RH,P, H,Q共线,证毕.

2.设S = {1, 2, . . . , 50},求最小自然数k,使S的任一k元子集中, 都存在两个不同的数a和b,满足a + b整

除ab.

解:设a, b ∈ S,满足a+ b整除ab.设c = gcd(a, b),于是a = ca1, b = cb1,其中a1, b1 ∈ N,且gcd(a1, b1) = 1.因

此

c(a1 + b1) = a + b|ab = c2a1b1, a1 + b1|ca1b1

∵ gcd(a1 + b1, a1) = gcd(a1 + b1, b1) = 1,所以a1 + b1|c.
因为a, b ∈ S,a + b 6 99,c(a1 + b1) 6 99.所以3 6 a1 + b1 6 9.

易知S中所有满足a + b整除ab的不同数对共有23对如下:

a1 + b1 = 3 : (6, 3)(12, 6)(18, 9)(24, 12)(30, 15)(36, 18)(42, 21)(48, 24)

a1 + b1 = 4 : (12, 4)(24, 8)(36, 12)(48, 16)

a1 + b1 = 5 : (20, 5)(40, 10)(15, 10)(30, 20)(45, 30)

a1 + b1 = 6 : (30, 6)

a1 + b1 = 7 : (42, 7)(35, 14)(28, 21)

a1 + b1 = 8 : (40, 24)

a1 + b1 = 9 : (45, 36)

令M = {6, 12, 15, 18, 20, 21, 24, 35, 40, 42, 45, 48}, |M | = 12.并且上述23个数对中每一对都至少包

含M中1个元素. 因此,若令T = S \M ,则|T | = 38,且T中任何两数都不满足题中条件,所以k > 39.

而下列12个满足题中条件的数对互不相交:

(6,3)(12,4)(20,5)(42,7)(24,8)(18,9)(40,10)(35,14)(30,15)(48,16)(28,21)(45,36)

对于S的任意一个39元子集R,只比S少11个元素,而这11个元素至多属于上述12个数对中的11对,从而必

有一对属于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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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所求的最小自然数k = 39.

3.设R为实数集合, 函数f : R→ R适合条件

f(x3 + y3) = (x + y)((f(x))2 − f(x)f(y) + (f(y))2), x, y为实数.

试证:对一切实数x,都有f(1996x) = 1996f(x).

证明:令x = y = 0,有f(0) = 0.令y = 0, f(x3) = x(f(x))2.

所以f(x) = x
1
3 (f(x

1
3 ))2, x ∈ R.

由此可知x > 0时,f(x) > 0;x 6 0时,f(x) 6 0.

设S = {a > 0|对于∀x ∈ R, f(ax) = af(x)}.
显然1 ∈ S,若a ∈ S,由f(x) = x

1
3 (f(x

1
3 ))2,

ax(f(x))2 = af(x3) = f(ax3) = f(a
1
3 x)3) = a

1
3 x(f(a

1
3 x))2.

所以(f(a
1
3 x))2 = (a

1
3 f(x))2,f(a

1
3 x) = a

1
3 f(x).

即a
1
3 ∈ S.

若a, b ∈ S,则a
1
3 , b

1
3 ∈ S

f((a + b)x) = f((a
1
3 x

1
3 )3 + (b

1
3 x

1
3 )3)

= (a
1
3 + b

1
3 )x

1
3 [(f(a

1
3 x

1
3 ))2 − f(a

1
3 x

1
3 )f(b

1
3 x

1
3 ) + (f(b

1
3 x

1
3 ))2]

= (a
1
3 + b

1
3 )x

1
3 (a

2
3 − a

1
3 b

1
3 + b

2
3 )(f(x

1
3 ))2

= (a + b)x
1
3 (f(x

1
3 )2) = (a + b)f(x)

∴ a + b ∈ S.

由1 ∈ S, 1 + 1 = 2 ∈ S,由归纳法易知所有自然数n ∈ S.

∴ 1996 ∈ S,即f(1996x) = 1996f(x).

4.8位歌手参加艺术会,准备为他们安排m次演出, 每次由其中4位登台表演.要求8位歌手中任意两位同

时演出的次数都一样多, 请设计一种方案,使得演出的次数m最少.

解:设任两位同时演出r次,则r
(
8
2

)
= m

(
4
2

)
,即14r = 3m.

∴ 3|r, r > 3,m > 14.

用1,2,. . . ,8代表8位歌手,如下14次演出满足要求:

(1,2,3,4);(1,2,5,6);(1,2,7,8);(1,3,5,7);(1,3,6,8);(1,4,5,8);(1,4,6,7);

(2,3,5,8);(2,3,6,7);(2,4,5,7);(2,4,6,8);(3,4,5,6);(3,4,7,8);(5,6,7,8).

∴ m = 14.

5.设n为自然数,x0 = 0, xi > 0, i = 1, 2, . . . , n且
n∑

i=1

xi = 1.求证:

1 6
n∑

i=1

xi√
1 + x0 + x1 + · · ·+ xi−1

√
xi + · · ·+ xn

<
π

2
.

证明:设x0 + x1 + · · ·+ xi−1 = cos θi,则xi + xi+1 + · · ·+ xn = 1− cos θi(i = 1, 2, . . . , n + 1).

∴ xi = cos θi+1 − cos θi, θi ∈ [0, π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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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1 = π
2 > θ2 > · · · > θn > θn+1 = 0.

往证:

1 6
n∑

i=1

cos θi+1 − cos θi√
1 + cos θi

√
1− cos θi

<
π

2

即

1 6
n∑

i=1

cos θi+1 − cos θi

sin θi
<

π

2

而由sin θi ∈ (0, 1](i = 1, 2, . . . , n)

∴
n∑

i=1

cos θi+1 − cos θi

sin θi
>

n∑

i=1

(cos θi+1 − cos θi) = cos θn+1 − cos θ1 = 1

又由于 θi+1+θi

2 < θi,sinx < x(0 < x < π
2 ).

∴
n∑

i=1

cos θi+1 − cos θi

sin θi

=
n∑

i=1

2 sin θi+1+θi

2 sin θi−θi+1
2

sin θi

6
n∑

i=1

2 sin θi sin θi−θi+1
2

sin θi

= 2
n∑

i=1

sin
θi − θi+1

2

< 2
n∑

i=1

θi − θi+1

2

= θ1 − θn+1 =
π

2

所以原不等式成立.

6.在4ABC中,∠C = 90◦,∠A = 30◦, BC = 1,求4ABC的内接三角形(三顶点分别在4ABC三边上的

三角形)的最长边的最小值.

解:令4DEF为内接三角形,D, E, F分别在BC,CA, AB上.

对于BC上的任意一点D,令∠EDF = 60◦保持不变,设G,H分别在AC, AB上,∠ADG = ∠ADH =

60◦.显然当E从G运动到A时,F从A运动到H.

因为∠DGA > ∠C = 90◦,所以DG > DA;

又∠DHA = ∠B + ∠BDH = ∠ADB > ∠C = 90◦,所以DA > DH.

所以必然存在某个E,使得DE = DF ,即4DEF为等边三角形.并且E从G运动到A时,DE严格增,DF严

格减,所以有唯一的E,使得4DEF为等边三角形.

设BD = x,令CE =
√

3
2 x,BF = 1− x

2 .由余弦定理

DF 2 = x2 + (1− x
2 )2 − 2x(1− x

2 ) cos 60◦ = 7
4x2 − 2x + 1

DE2 = (1− x)2 + (
√

3
2 x)2 = 7

4x2 − 2x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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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2 = (
√

3−
√

3
2 x)2 + (1 + x

2 )2 − 2
√

3(1− x
2 )(1 + x

2 ) cos 30◦ = 7
4x2 − 2x + 1

即DF = DE = EF ,此时4DEF为等边三角形,即D固定时唯一的等边三角形.

设DEF为等边三角形,记AB,AC中点分别为M, N ,BM中点为S,T在AB上,BT = 1
3AB.

D从B运动到C时,E从C运动到N ,F从M运动到S.设4DEF的边长为a.

a2 = 7
4x2 − 2x + 1 = 7

4 (x− 4
7 )2 + 3

7 .

当x = 4
7时,有最小值

√
3
7 .设此时在4PQR的位置.

下面证明对任意内接三角形XY Z,最大边长不小于
√

3
7 .

考虑Z在AB上的位置,

(1)Z在AM上,则ZX > 1
2AC =

√
3

2 >
√

3
7 ;

(2)Z在BT上,则ZY > 2
3BC = 2

3 >
√

3
7 ;

(3)Z在MT上,按照前面的方法作出正三角形DEF ,(F = Z),x < 1
3 ,

√
3

2 BF =
√

3
2 (1− x

2 ) >
√

3
2 x = CE .则DE = DF = EF >

√
3
7 .

(3.1)X在CD上,XZ > DF >
√

3
7 ;

(3.2)Y在CE上,∠FEC > 90◦, Y Z > EF >
√

3
7 ;

(3.3)X在BD上,Y在AE上,XY =
√

CX2 + CY 2 >
√

CD2 + CE2 = DE >
√

3
7 .

综上所述,4ABC的内接三角形的最长边的最小值为
√

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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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1997年)
杭州 浙江大学

1.设实数x1, x2, . . . , x1997满足如下两个条件:

(1)− 1√
3

6 xi 6
√

3(i = 1, 2, . . . , 1997)

(2)x1 + x2 + · · ·+ x1997 = −318
√

3

试求x12
1 + x12

2 + · · ·+ x12
1997的最大值,并说明理由.

解:考虑函数f(x) = (t + x)12 + (t− x)12,(t为常数).

显然f(x)为偶函数且展开式中所有偶次项系数均为正,所有奇次项均为0,所以f(x)在[0,+∞)上为增函

数.

所以对于∀i, j, 1 6 i < j 6 1997, xi + xj为定值时, 当|xj − xi|的值越大时,x12
i + x12

j 越大.

这样我们逐次进行调整,过程如下:每次选取 − 1√
3

< xi 6 xj <
√

3,保持它们的和不变. 若xi + xj >
√

3− 1√
3
,则将(xi, xj)调整为(xi + xj −

√
3,
√

3); 否则将(xi, xj)调整为(xi + xj + 1√
3
,− 1√

3
). 这样调整

后F = x12
1 + x12

2 + · · · + x12
1997的值增大,经过有限次这样的调整后, 最多有一个xi不等于− 1√

3
或
√

3,此

时达到最大值.

设此时有k个
√

3,1996− k个− 1√
3
,另一个为m ∈ [− 1√

3
,
√

3].

则k
√

3 + (1996− k)(− 1√
3
) + m = −318

√
3,m = 1√

3
(1042− 4k).

∴ −1 6 1042− 4k 6 3, 10394 6 k 6 1043
4

又因为k ∈ Z,∴ k = 260,m = 2
3

√
3.

∴ F 6 260(
√

3)12 + 1736(− 1√
3
)12 + ( 2

3

√
3)12 = 189548

当有260个xi为
√

3,1个xi为
2
3

√
3,其他均为− 1√

3
时取等号.

2.点P是凸四边形A1B1C1D1内一点, 且P到各顶点的连线与四边形过该点的两条边的夹角均为锐角.

递推定义Ak, Bk, Ck和Dk分别为P关于直线 Ak−1Bk−1,Bk−1Ck−1, Ck−1Dk−1和Dk−1Ak−1的对称点

(k = 2, 3, . . .).考察四边形序列AjBjCjDj(j = 1, 2, . . .).

试问:(1)前12个四边形中,哪些必定与第1997个相似,哪些未必;

(2)假设第1997个是圆内接四边形,那么在前12个四边形中,哪些必定是圆内接四边形,哪些未必.

解:设∠DjAjP, ∠AjBjP, ∠BjCjP, ∠CjDjP分别为αj , βj , γj , δj ;

∠PAjBj ,∠PBjCj ,∠PCjDj ,∠PDjAj分别为α′j , β
′
j , γ

′
j , δ

′
j .

不难知道Aj为4Dj+1Aj+1P的外心,所以αj+1 = 1
2∠Dj+1AjP = αj .

类似地,我们可以知道

(αj+1, βj+1, γj+1, δj+1) = (αj , βj , γj , δj)

(α′j+1, β
′
j+1, γ

′
j+1, δ

′
j+1) = (β′j , γ

′
j , δ

′
j , α

′
j)

∴ (αj+4, βj+4, γj+4, δj+4) = (αj , βj , γj , δj)

(α′j+4, β
′
j+4, γ

′
j+4, δ

′
j+4) = (α′j , β

′
j , γ

′
j , δ

′
j)

∴ Aj+4Bj+4Cj+4Dj+4 v AjBjCj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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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为(αj+2 + α′j+2) + (γj+2 + γ′j+2) = αj + γ′j + γj + α′j = (αj + α′j) + (γj + γ′j)

所以Aj+2Bj+2Cj+2Dj+2与AjBjCjDj相应的对角和相等.

于是有(1)前12个四边形中,第1,5,9个必定与第1997个相似;

(2)假设第1997个是圆内接四边形,那么在前12个四边形中,第1,3,5,7,9,11个必定是圆内接四边形.

下面说明对于前12个四边形中其他的四边形未必成立.

考虑筝形A1B1C1D1,P为其对角线交点,A1B1 = A1D1, C1B1 = C1D1,∠B1 = ∠D1 < 90◦.它不是圆内

接四边形.

设(α1, β1, γ1, δ1) = (α, β, γ, δ), 则(α′1, β
′
1, γ

′
1, δ

′
1) = (α, δ, γ, β).

所以(α2, β2, γ2, δ2) = (α, β, γ, δ); (α′2, β
′
2, γ

′
2, δ

′
2) = (δ, γ, β, α),(β + δ < 90◦)

∴ ∠A2 = ∠D2 = α + δ,∠B2 + ∠C2 = β + γ,A2B2C2D2为等腰梯形,是圆内接四边形.

类似的可知A3B3C3D3为筝形,不是圆内接四边形.且∠A3 = ∠C3 = α + γ > 90◦.

A4B4C4D4为等腰梯形,是圆内接四边形.

这四个四边形互不相似,而四边形的形状显然是以4为周期变化. 所以在这个四边形序列中,前12个四边

形中,只有第1,5,9个与第1997个相似.

在上述序列中,以A2B2C2D2为第一个四边形,不难知道所有的第2k + 1个四边形均为圆内接四边

形, 而其他四边形均不是圆内接四边形,所以第1997个是圆内接四边形,在前12个四边形中,只有

第1,3,5,7,9,11个是圆内接四边形.

综上所述(1)前12个四边形中,第1,5,9个必定与第1997个相似,其他未必;

(2)假设第1997个是圆内接四边形,在前12个四边形中,第1,3,5,7,9,11个必定是圆内接四边形,其他未必.

3.求证存在无穷多个正整数n,使得可将1, 2, . . . , 3n列成数表

a1 a2 . . . an

b1 b2 . . . bn

c1 c2 . . . cn

满足如下两个条件:

(1)a1 + b1 + c1 = a2 + b2 + c2 = · · · = an + bn + cn且为6的倍数;

(2)a1 + a2 + · · ·+ an = b1 + b2 + · · ·+ bn = c1 + c2 + · · ·+ cn且为6的倍数.

证明:显然6n| 12 (3n)(3n + 1), 18| 12 (3n)(3n + 1).

必有n ≡ 1 (mod 4), n ≡ 0 (mod 3),所以n ≡ 9 (mod 12).

下面Ai中第1,2,3行分别记为α(i), β(i), γ(i),且α(i) + k表示将α(i)中每个数都加上k,其他类似.

先构造A9满足条件:设

A3 =




1 8 6

5 3 7

9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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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各行各列之和均为15,令

A9 =




α(3) β(3) + 18 γ(3) + 9

β(3) + 9 γ(3) α(3) + 18

γ(3) + 18 α(3) + 9 β(3)




易知A9中的27个元素为1,2,. . . ,27,并且各列之和为15 + 9 + 18 = 42 ≡ 0 (mod 6);

各行之和为3(15 + 9 + 18) = 126 ≡ 0 (mod 6).所以9是满足条件的正整数.

设m满足条件,且形成的数表(矩阵)为Am,各行之和为6u,各列之和为6v.

构造A3m如下:

A3m =




α(m) β(m) + 6m γ(m) + 3m

β(m) + 3m γ(m) α(m) + 6m

γ(m) + 6m α(m) + 3m β(m)




则A3m中9m个元素为1, 2, . . . , 9m,并且各行之和为18u + 9m2,各列之和为6v + 9m.

构造A9m如下:

A9m =




α(3m) β(3m) + 18m γ(3m) + 9m

β(3m) + 9m γ(3m) α(3m) + 18m

γ(3m) + 18m α(3m) + 9m β(3m)




则A9m中27m个元素为1, 2, . . . , 27m,并且各行之和为54u + 108m2 ≡ 0 (mod 6),

各列之和为6v + 36m ≡ 0 (mod 6).

∴ 9m也是满足条件的正整数,由归纳法不难证明对∀k ∈ N∗, 9k是满足条件的正整数,显然有无穷多个.

4.四边形ABCD内接于¯O,其边AB与DC的延长线交于点P , AD与BC的延长线交于点Q,过Q作该圆

的两条切线QE和QF , 切点分别为E, F .求证:P, E, F三点共线.

证明:连接PQ,并且在PQ上取一点M ,使得B,C, M, P四点共圆,则QE2 = QM ·QP = QC ·QB,

并且∠PMC = ∠CBA = ∠PDQ.所以C, D, Q,M四点共圆. 所以PM · PQ = PC · PD.

PQ2 = PM · PQ + QM · PQ = QC ·QB + PC · PD.

连接PF ,设PF与圆的另一交点为E′,作QG ⊥ PF ,垂足为G.

则PD · PC = PE′ · PF, QF 2 = QC ·QB.

所以PE′ · PF + QF 2 = PQ2,即PE′ · PF = PQ2 −QE2.

又因为PQ2 −QF 2 = PG2 −GF 2 = (PG−GF )(PG + GF ) = PF (PG−GF ),

从而PG−GF = PE′ = PG−GE′.即GF = GE′.

故E′与E重合,P, E, F三点共线.

另证:设过A,D的切线相交于R,过B,C的切线相交于S,AC, BD相交于T .

则R为AD的极点,S为BC的极点.由于AD过点Q,BC过点Q,所以Q的极线EF过点R, S.

在退化六边形AACDDB中,由Pascal定理,P, R, T三点共线;类似的在ACCDBB中,P, S, T三点共线.

所以P, R, S, T四点共线,即P在直线EF上.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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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A = {1, 2, 3, . . . , 17},对于映射f : A → A,记

f [1](x) = f(x), f [k+1] = f(f [k](x))(k ∈ N).

设从A到A的一一映射f满足条件:存在自然数M ,使得:

(1)当m < M, 1 6 i 6 16时,有

f [m](i + 1)− f [m](i) 6≡ ±1 (mod 17),

f [m](1)− f [m](17) 6≡ ±1 (mod 17)

(2)当1 6 i 6 16时,有

f [m](i + 1)− f [m](i) ≡ 1或− 1 (mod 17),

f [m](1)− f [m](17) ≡ 1或− 1 (mod 17)

试对满足上述条件的一切f ,求所对应的M的最大可能值,并证明你的结论.

证明:所求Mmax = 8.

令1与18相同.将所有的f [m](i + 1), f [m](i)(i = 1, 2, . . . , 17;m = 1, 2, . . . , M − 1)配成一对, 则所有的这

样的数对均不相同.

否则设存在(f [m1](i + 1), f [m1](i)) = (f [m2](j + 1), f [m2](j)).

因为f为双射,必然存在反函数f−1.

若m1 = m2,必有(i + 1, i) = (j + 1, j).

否则设m1 < m2,

f−1[m1](f [m1](i + 1)) = i + 1, f−1[m1](f [m1](i)) = i;

f−1[m1](f [m2](j + 1)) = f [m2−m1](j + 1), f−1[m1](f [m2](j)) = f [m2−m1](j).

∴ (f [m2−m1](j + 1), f [m2−m1](j)) = (i + 1, i).

∴ f [m2−m1](j + 1)− f [m2−m1](j) ≡ 1或− 1 (mod 17),矛盾.

所有这样的对共有17(M − 1)对,但是由于没有任一对中两数之差的绝对值为1,所以最多有
(
17
2

)− 17对.

∴ 17(M − 1) 6
(
17
2

)− 17,M 6 8.

令f(i) ≡ 3i + 2 (mod 17),由归纳法不难证明f [m](i) ≡ 3mi + 3m − 1 (mod 17).

而且3m 6≡ ±1 (mod 17)(m = 1, 2, . . . , 7), 38 ≡ −1 (mod 17).

所以f [m](i + 1)− f [m](i) ≡ 3m 6≡ ±1 (mod 17)(i = 1, 2, . . . , 17)

f [8](i + 1)− f [8](i) ≡ 38 ≡ −1 (mod 17)(i = 1, 2, . . . , 17)

即f满足条件并且M = 8,所以Mmax = 8.

6.设非负数列a1, a2, . . .满足条件am+n 6 am + an,m, n ∈ N
求证:对任意n > m均有an 6 ma1 + ( n

m − 1)am.

证明:若n = m,结论显然成立.

否则设n = km + r(1 6 r 6 m, k ∈ N∗),则 an 6 kam +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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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n
− am

m
6 kam + ar

n
− am

m
=

(mk − n)am + mar

mn

=
mar − ram

mn
=

r

n
(
ar

r
− am

m
)

而ar 6 ra1, r 6 m.

∴ an

n
− am

m
6 m

n
(a1 − am

m
)

化简后即得到an 6 ma1 + ( n
m − 1)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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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1998年)
广州 广州师范学院

1.在一个非钝角4ABC中,AB > AC,∠B = 45◦,O和I分别是4ABC的外心和内心, 且
√

2OI =

AB −AC,求sinA.

解:由Euler公式OI =
√

R2 − 2Rr.

∴ 2(R2 − 2Rr) = (b− c)2.

又r = 1
2 (a + c− b) tan B

2 =
√

2−1
2 (a + c− b).

并且
a

sinA
=

b

sinB
=

c

sinC
= 2R.

所以1− 2(
√

2− 1)(sinA + sinC − sinB) = 2(sinB − sinC)2.

∵ ∠B = 45◦,∴ sinB =
√

2
2 .

sinC = sin(135◦ −A) =
√

2
2 (sinA + cos A).

∴ 2 sin A cos A− (2−√2) sin A−√2 cos A +
√

2− 1 = 0.

即(
√

2 sin A− 1)(
√

2 cos A−√2 + 1) = 0.

所以sinA =
√

2
2 或者cos A = 1−

√
2

2 即sinA =
√

1− cos2 A =
√√

2− 1
2 .

综上所述,sinA =
√

2
2 或者

√√
2− 1

2 .

2.给定大于1的正整数n,是否存在2n个两两不同的正整数, 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a1 + a2 + · · ·+ an = b1 + b2 + · · ·+ bn;

(2)n− 1− 1
1998 <

n∑
i=1

ai−bi

ai+bi
< n− 1.

请说明理由.

解:存在.

令ai = M + i, bi = i(i = 1, 2, . . . , n− 1), an = k, bn = k + (n− 1)M ,其中k, M待定.

∴ S =
n∑

i=1

ai − bi

ai + bi

=
n−1∑

i=1

M

M + 2i
− (n− 1)M

(n− 1)M + 2k

= n− 1−
(

n−1∑

i=1

2i

M + 2i
+

(n− 1)M
(n− 1)M + 2k

)

显然S < n− 1,而且S > n− 1− 1
1998等价于

T =
n−1∑

i=1

2i

M + 2i
+

(n− 1)M
(n− 1)M + 2k

<
1

1998

令M = 3996n(n− 1), k = 1998(n− 1)M .则

T <
n−1∑

i=1

2i

M
+

(n− 1)M
(n− 1)M + 2k

=
n(n− 1)

M
+

(n− 1)M
(n− 1)M + 2k

=
1

3996
+

1
3997

<
1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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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ai = 3996n(n− 1) + i, bi = i(i = 1, 2, . . . , n− 1),

an = 2× 19982n(n− 1)2 + 3996n(n− 1)2, bn = 2× 19982n(n− 1)2时, 满足题设条件,证毕.

3.设S = {1, 2, . . . , 98}, 求最小自然数n,使得S的任一n元子集中都可以选出10个数, 无论怎样将这10个

数均分成两组, 总有一组中存在一个数与另外4个数都互质, 而另一组中存在一个数与另外4个数都不

互质.

解:n = 50.

设A = {x|x为偶数, x ∈ S},则|A| = 49.并且A中任一两数均不互质,所以A的任一10元子集均不满足要

求, 无论怎样分组都不存在一个数与其余4个数都互质.

∴ n > 50,下面证明S的任一50元子集T中都存在这样10个数,其中一个与其他九个数均互质, 而其他九

个数有一个公因子,显然这十个数满足题意.用反证法,假设不存在这样的十个数.

B1 = {1, 53, 59, 61, 67, 71, 73, 79, 83, 89, 97}, |B1| = 11,为1和大于49的质数组成的集合.

(1)如果B1 ∩ T 6= ∅,设a ∈ B1, a ∈ T ,显然a与T中其他数均互质,所以T中不存在九个数有公因子,至多

有8个偶数,8个3的倍数.

因为C = {x|x为奇数, 3|x, x ∈ S}, |C| = 16,

所以|T | 6 8 + 8 + (98− 49− 16) = 49,矛盾.

B2 = {13, 17, 19, 23, 29, 31, 37, 41, 43, 47}, |B2| = 10,为大于12小于49的质数组成的集合.

(2)T ∩B1 = ∅, T ∩B2 6= ∅,则T中至多有38个奇数,至少有12个偶数,|T ∩A| > 12.

设B2中的b ∈ T ,类似(1),T ∩A中至多有8个与b互质;

因为[ 49b ] ≤ 3,所以T ∩A中不与b互质的至多有3个,|T ∩A| 6 11,矛盾.

B3 = {5× 11, 5× 13, 5× 17, 5× 19, 7× 7, 7× 11, 7× 13}, |B3| = 7.

(3)T ∩B1 = T ∩B2 = ∅, T ∩B3 6= ∅,则T中至多有28个奇数,|T ∩A| > 22.

设B3中c ∈ T ,类似(1),T ∩A中至多有8个与b互质;

因为[ 495 ] + [ 4911 ]− [ 49
5×11 ] = 13, [ 497 ] = 7,

所以T ∩A中不与c互质的至多有13个,|T ∩A| 6 21,矛盾.

B4 = {5× 7, 5× 5, 3× 31, 3× 29, 3× 23, 3× 19, 3× 17, 3× 13, 3× 11}, |B4| = 9.

(4)T ∩B1 = T ∩B2 = T ∩B3 = ∅, T ∩B4 6= ∅,则T中至多有21个奇数,|T ∩A| > 29.

设B4中d ∈ T ,类似(1),T ∩A中至多有8个与d互质;

因为[ 495 ] + [ 497 ]− [ 49
5×7 ] = 15, [ 493 ] + [ 4911 ]− [ 49

3×11 ] = 19,

所以T ∩A中不与d互质的至多有19个,|T ∩A| 6 27,矛盾.

B5 = S −A−B1 −B2 −B3 −B4, |B5| = 12,B5中的数最多有2个不同质因子,(3× 5× 7 = 105 > 98).

(5)T ∩B1 = T ∩B2 = T ∩B3 = T ∩B4 = ∅, T ∩B5 6= ∅,则T中至多有12个奇数,|T ∩A| > 38.

设B5中s ∈ T ,类似(1),T ∩A中至多有8个与s互质;

因为[ 493 ] + [ 495 ]− [ 49
3×5 ] = 22, 所以T ∩A中不与s互质的至多有22个,|T ∩A| 6 30,矛盾.

(6)T ∩Bi = ∅(i = 1, 2, 3, 4, 5),T中没有奇数,所以|T | 6 |A| = 49,矛盾.

综上所述,S的任一50元子集T中都存在这样10个数.所以n = 50.

43



4.求所有大于3的自然数n, 使得1 +
(
n
1

)
+

(
n
2

)
+

(
n
3

)
整除22000.

解:1 +
(
n
1

)
+

(
n
2

)
+

(
n
3

)
= 1

6 (n3 + 5n + 6) = 1
6 (n + 1)(n2 − n + 6) = 2k(k 6 2000).

∴ (n + 1)(n2 − n + 6) = 3× 2k+1,∵ n > 3, n + 1 > 4, n2 − n + 6 > 12.

(1)n + 1 = 2m, n2 − n + 6 = (2m − 1)2 − (2m − 1) + 6 = 22m − 3× 2m + 8 = 3× 2t.

∵ m > 3,如果m = 3,n2 − n + 6 = 48, n = 7,满足条件.

否则m > 3,n2 − n + 6 = 22m − 3× 2m + 8 ≡ 8 (mod 16),

∴ 3× 2t ≡ 8 (mod 16), t = 3, n2 − n = 18,n不是整数.

(2)n + 1 = 3× 2m, n2 − n + 6 = (3× 2m − 1)2 − (3× 2m) + 6 = 9× 22m − 9× 2m + 8 = 2t.

∵ m > 1,如果m > 4,n2 − n + 6 ≡ 8 (mod 16),

∴ 2t ≡ 8 (mod 16), t = 3.∴ n2 − n + 6 = 8, n2 − n = 2, n = 2,m = 0,矛盾.

否则1 6 m 6 3,

m = 1, n = 5, n2 − n + 6 = 26,不可能.

m = 2, n = 11, n2 − n + 6 = 116,不可能.

m = 3, n = 23, n2 − n + 6 = 512 = 29,t = 9.

综上所述,n = 7, 23.经检验均符合条件.

5.设D为锐角三角形ABC内部一点,且满足条件:

DA ·DB ·AB + DB ·DC ·BC + DC ·DA · CA = AB ·BC · CA.

试确定D点的几何位置,并证明你的结论.

解:建立复平面,设A,B, C所对应的复数分别为z1, z2, z3,D对应的复数为z.

考虑多项式f(z) ≡ 1,由Lagrange插值公式:

f(z) =
(z − z1)(z − z2)

(z3 − z1)(z3 − z2)
f(z3) +

(z − z1)(z − z3)
(z2 − z1)(z2 − z3)

f(z2) +
(z − z2)(z − z3)

(z1 − z2)(z1 − z3)
f(z1) = 1

所以对于任意的z ∈ C,

(z − z1)(z − z2)
(z3 − z1)(z3 − z2)

+
(z − z1)(z − z3)

(z2 − z1)(z2 − z3)
+

(z − z2)(z − z3)
(z1 − z2)(z1 − z3)

= 1

∣∣∣∣
(z − z1)(z − z2)

(z3 − z1)(z3 − z2)

∣∣∣∣ +
∣∣∣∣

(z − z1)(z − z3)
(z2 − z1)(z2 − z3)

∣∣∣∣ +
∣∣∣∣

(z − z2)(z − z3)
(z1 − z2)(z1 − z3)

∣∣∣∣ > 1

即对于平面上任意一点D,
DA ·DB

CA · CB
+

DA ·DC

BA ·BC
+

DB ·DC

AB ·AC
> 1

DA ·DB ·AB + DB ·DC ·BC + DC ·DA · CA = AB ·BC · CA

等号成立当且仅当−ω1ω2,−ω2ω3,−ω3ω1 ∈ R+,

其中ω1 = z−z1
z2−z3

, ω2 = z−z2
z3−z1

, ω3 = z−z3
z1−z2

.

所以−ω2
j ∈ R+,ωj = kj i, kj ∈ R+(j = 1, 2, 3).

∴ z−z1
z2−z3

= ω1 = k1i,所以DA ⊥ BC,类似的有DB ⊥ AC, DC ⊥ AB.即D为4ABC的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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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设n > 2, x1, x2, . . . , xn为实数,且
n∑

i=1

x2
i +

n−1∑

i=1

xixi+1 = 1.

对于每一个固定的自然数k(1 6 k 6 n),求|xk|的最大值.

解:由于xi与xn+1−i在式中的对称性,可以设

n∑

i=1

x2
i +

n−1∑

i=1

xixi+1

= (
√

a1x1 +
√

1− a2x2)2 + (
√

a2x2 +
√

1− a3x3)2 + · · ·+ (
√

ak−1xk−1 +
√

1− akxk)2

+(
√

1− an+1−kxk +
√

an−kxk+1)2 + · · ·+ (
√

1− a2xn−1 +
√

a1xn)2

+[1− (1− ak)− (1− an+1−k)]x2
k = 1

其中数列{an}满足:a1 = 1, 2
√

ai
√

1− ai+1 = 1.

即ai+1 = 1− 1
4ai

,

由数学归纳法不难证明:ai = i+1
2i , 1− ai = i−1

2i (i = 1, 2, . . .).并且有0 6 ai 6 1.

∴ [1− (1− ak)− (1− an+1−k)]x2
k 6 1(k = 1, 2, . . . , n).

即|xk| 6
√

2k(n+1−k)
n+1 ,等号成立当且仅当

√
a1x1 +

√
1− a2x2 =

√
a2x2 +

√
1− a3x3 = · · · = √

ak−1xk−1 +
√

1− akxk = 0,

并且
√

1− an+1−kxk +√
an−kxk+1 = · · · = √

1− a2xn−1 +
√

a1xn = 0.

由xk =
√

2k(n+1−k)
n+1 ,可以求得x1, x2, . . . , xn的值,所以等号可以取到.

所以|xk|的最大值为
√

2k(n+1−k)
n+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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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1999年)
北京 北京大学

1.在锐角4ABC中, ∠C > ∠B, 点D是边BC上的一点,使得∠ADB是钝角,H是4ABD 的垂心,点F在

4ABC内部且在4ABD 的外接圆上.

求证:点F是4ABC垂心的充分必要条件是:HD平行于CF且H在4ABC的外接圆上.

证明:不难证明如下的结论:点F是4ABC的垂心的充分必要条件为CF ⊥ AB并且∠AFB = 180◦−∠C.

∵ H是4ABD的垂心,∴ HD ⊥ AB,∠AHB = 180◦ − ∠ADB.

又因为A,B, D, F四点共圆,所以∠ADB = ∠AFB.

所以点F是4ABC垂心的充分必要条件是:HD平行于CF且∠AHB = ∠C.

而∠AHB = ∠C ⇔ H在4ABC的外接圆上(因为∠ADB为钝角,H不可能在劣弧ÂB上,必然与C在AB同

侧).所以原命题成立,证毕.

2.给定实数a,设实系数多项式序列{fn(x)}满足:

f0(x) = 1, fn+1(x) = xfn(x) + fn(ax),

其中n = 0, 1, . . ..

(1)求证:fn(x) = xnfn( 1
x ),其中n = 0, 1, . . ..

(2)求fn(x)的明显表达式.

解:当a = 1时,fn+1(x) = (x + 1)fn(x),由数学归纳法有fn(x) = (x + 1)n.则

fn(x) = (x + 1)n = xn( 1
x + 1)n = xnfn( 1

x ).

当a 6= 1时,定义Tn = (an − 1)(an−1 − 1) · · · (a− 1), (n ∈ N∗), T0 = 1.

Sk
n = Tn

TkTn−k
(k 6 n).我们用归纳法证明:fn(x) = Sn

nxn + Sn−1
n xn−1 + · · ·+ S0

n.

对于n = 0,显然是成立的,假设对于n = k成立,

对于n = k + 1,由归纳假设,fk+1(x)的m次项系数为Sm−1
k + amSm

k ,只需证明

Sm−1
k + amSm

k = Sm
k+1

⇔ Tk

Tm−1Tk+1−m
+ am Tk

TmTk−m
= Tk+1

TmTk+1−m

⇔ (am − 1) + am(ak+1−m − 1) = ak+1 − 1,这显然是成立的.

所以fk+1(x) = Sk+1
k+1xk+1 + Sk

k+1x
k + · · ·+ S0

k+1.

所以fn(x) = Sn
nxn + Sn−1

n xn−1 + · · ·+ S0
n对于任意的n ∈ N均成立.

由于Sk
n = Sn−k

n ,所以

xnfn(
1
x

) = xn(Sn
n

1
xn

+ Sn−1
n

1
xn−1

+ · · ·+ S0
n)

= Sn
n + Sn−1

n x + · · ·+ S0
nxn = Sn

nxn + · · ·+ S0
n = fn(x)

综上所述结论(1)成立,并且

fn(x) =





(x + 1)n a = 1

Sn
nxn + Sn−1

n xn−1 + · · ·+ S0
n a 6= 1(其中Sk

n定义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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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O太空城由99个空间站组成,任何两空间站之间都有一条管形通道相连. 规定其中99条通道为双向

通行的主干道.其余通道严格单向通行, 如果某四个空间站可以通过它们之间的通道从其中任一站到达

另外任一站, 则称这四个站的集合为一个互通四站组.试为MO太空城设计一个方案, 使得互通四站组

的数目最大(请具体算出该最大数,并证明你的结论).

解:如果从某个空间站到另三个空间站的通道均是由该站单向发出, 那么这四个空间站不是互通四站

组,将所有这样的四站组记为A类非互通四站组. 其余非互通四站组记为B类.

将空间站编号为1,2,. . . ,99,设从第i各空间站出发的单向通道有ki条,

则|A| =
99∑

i=1

(
ki

3

)
,并且

99∑
i=1

ki =
(
99
2

)− 99 = 99× 48.

∵ 当k > l时,k > l + 1,而
(
k
3

)− (
k−1
3

)
=

(
k−1
2

)
.

∴
(
k−1
2

)
>

(
l
2

) ⇔ (
k
3

)− (
k−1
3

)
>

(
l+1
3

)− (
l
3

) ⇔ (
k
3

)
+

(
l
3

)
>

(
k−1
3

)
+

(
l+1
3

)
.

所以经有限次调整知|A| > 99× (
48
3

)
,而|B| > 0.

所以互通四站组最多有
(
99
4

)− 99
(
48
3

)
= 2052072个.

构造一种方案使得互通四站组的个数达到最大值,将所有空间站编号为1,2,. . . ,99,并且按照该顺序排列

在一个圆上.

(1,2),(2,3),. . . ,(98,99),(99,1)为双向主干道.

其余的通道(i, j),若从i到j顺时针经过偶数个空间站,则(i, j)为由i到j的单向通道.

因为i到j顺时针经过偶数个空间站等价于从j到i顺时针经过奇数个空间站,所以可以这样安排.

非互通四站组若不含双向主干道,要么有一站到另三个空间站的通道均是由该站单向发出,即为A类非

互通四站组; 要么有一站到另三个空间站的通道均是向该站发出,设B → A,C → A,D → A,且顺时

针方向依次为A,B, C, D.不难知道B → C,B → D,所以B到另三个空间站的通道均是由该站单向发

出,为A类非互通四站组.

若四站组含有双向主干道,则易知其他任意空间站到这两站均为一进一出,必为互通四站组.

所以没有B类非互通四站组,且从每个空间站均发出48条单向通道.即此时互通四站组的个数达到最大

值2052072.

4.设m是给定的整数.求证:存在整数a, b和k, 其中a, b均不能被2整除, k > 0, 使得

2m = a19 + b99 + k × 21999.

解:若x 6≡ y (mod 21999),x, y为奇数,则由x19 − y19 = (x− y)(x18 + x17y + · · ·+ y18).

因为后一个括号中为奇数,所以与21999互质,所以x19 6≡ y19 (mod 21999).

所以当a取遍21999的既约剩余系时,a19也取遍21999的既约剩余系.

令b = 1,存在a,a19 ≡ 2m − 1 (mod 21999),并且有无穷多个这样的a. 当a足够小时,不难知道k为正整

数,证毕.

5.求最大的实数λ,使得当实系数多项式f(x) = x3 +ax2 +bx+c的所有根都是非负实数时,只要x > 0,就

有f(x) > λ(x− a)3.并问上式中等号何时成立?

解:λ = − 1
27 .设f(x)的三个根为α, β, γ,f(x) = (x− α)(x− β)(x− γ).

不妨设0 6 α 6 β 6 γ,则−a = α + β + γ,x− a = x + α + β + γ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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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6 x 6 α 6 β 6 γ;

f(x) = −(α− x)(β − x)(γ − x) > −(α+β+γ−3x
3 )3 > −(α+β+γ+x

3 )3 = − 1
27 (x− a)3.

(2)0 6 α 6 β < x 6 γ;

f(x) = −(x− α)(x− β)(γ − x) > −(−α−β+x+γ
3 )3 > −(α+β+γ+x

3 )3 = − 1
27 (x− a)3.

(3)α < x 6 β或者x > γ;

f(x) > 0 > − 1
27 (x− a)3.

综上所述f(x) > − 1
27 (x− a)3.并且x = 0, α = β = γ或者α = β = 0, γ = 2x时等号成立.

6.4× 4× 4的大正方体由64个单位正方体组成. 选取其中的16个单位正方体涂成红色, 使得大正方体中

每个由4个单位正方体组成的1× 1× 4的小长方体中, 都恰有1个红色单位正方体.问16个红色单位正方

体共有多少种不同取法?说明理由.

解:在底面16个正方形中每个写上1,2,3,4之一,表示该竖直1 × 1 × 4小长方体中从下往上第几个为红色.

形成一个4× 4的数表,其中每行每列均为1,2,3,4的一个排列,称为4阶拉丁方, 并将第一行第一列按顺序

均为1,2,3,4的拉丁方称为4阶标准拉丁方,显然16个红色单位正方体不同取法数目为4阶拉丁方的数目.

显然将4阶拉丁方任两行(列)调换仍为4阶拉丁方,对于任意一个4阶拉丁方,先通过调换列使之第一

行为1,2,3,4; 再通过调换2,3,4行使第一列为1,2,3,4,形成唯一一个4阶标准拉丁方.而每个4阶标准拉丁

方,对应4! × 3!个4阶拉丁方, (第一行有4!中排列,第一列后三个格有3!中排列).只需求4阶标准拉丁方的

个数.

考虑第二行第二列那个各种所填的数,显然不为2.

(1)填1,第二行第二列已经确定,剩下4个方格填入2个1,2个2,显然有两种填法.

(2)填3,第二行第二列已经确定,易知剩下4个方格也已经确定.填4类似.

所以共有4个4阶标准拉丁方.所以4阶拉丁方有4× 4!× 3! = 576个.

所以16个红色单位正方体不同取法数目为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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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2000年)
合肥 中国科技大学

1.设a, b, c为4ABC的三条边, a 6 b 6 c, R和r分别为4ABC的外接圆半径和内切圆半径. 令

f = a + b− 2R− 2r,试用角C的大小来判定f的正负.

解:用A,B, C分别表示4ABC的三个内角.由公式

a = 2R sinA, b = 2R sinB, r = 4R sin A
2 sin B

2 sin C
2 .

f = a + b− 2R− 2r

= 2R(sinA + sinB − 1− 4 sin
A

2
sin

B

2
sin

C

2

= 2R(2 sin
A + B

2
cos

A−B

2
− 1− 2 sin

C

2
(cos

A−B

2
− cos

A + B

2
))

= 2R(2 cos
C

2
cos

A−B

2
− 1− 2 sin

C

2
cos

A−B

2
+ 2 sin2 C

2
)

= 2R(2 cos
A−B

2
(cos

C

2
− sin

C

2
)− (cos2

C

2
− sin2 C

2
))

= 2R(cos
C

2
− sin

C

2
)(2 cos

A−B

2
− cos

C

2
− sin

C

2
)

∵ a 6 b 6 c,∴ ∠A 6 ∠B 6 C.

∴ 0 6 B−A
2 < C

2 < π
2 , 0 6 B−A

2 < A+B
2 < π

2 .

∴ cos A−B
2 > cos C

2 , A−B
2 > cos A+B

2 = sin C
2 .

∴ 2 cos A−B
2 − cos C

2 − sin C
2 > 0.

∴ f > 0 ⇔ cos C
2 − sin C

2 > 0 ⇔ ∠C < π
2 ;

f = 0 ⇔ cos C
2 − sin C

2 = 0 ⇔ ∠C = π
2 ;

f < 0 ⇔ cos C
2 − sin C

2 < 0 ⇔ ∠C > π
2 .

2.数列{an}定义如下:

a1 = 0, a2 = 1, an =
1
2
nan−1 +

1
2
n(n− 1)an−2 + (−1)n(1− n

2
)(n > 3).

试求

fn = an + 2
(

n

1

)
an−1 + 3

(
n

2

)
an−2 + · · ·+ (n− 1)

(
n

n− 2

)
a2 + n

(
n

n− 1

)
a1

的最简表达式.

解:令bn =
an

(−1)nn!
,则b1 = 0, b2 = 1

2 , bn = − 1
2bn−1 + 1

2bn−2 + 2−n
2n! (n > 3).

设cn = bn + bn−1, 2cn−1 = cn−2 + 2−n
n! (n > 3).

∴ 2cn+1 = cn − n
(n+2)! (n > 1).

2(cn+1 − 1
(n+2)! ) = cn − n

(n+2)! − 2
(n+2)! = cn − 1

(n+1)! .

并且c1 = b1 + b2 = 1
2 ,∴ c1 − 1

2! = 0.

∴ cn − 1
(n+1)! = 0, cn = 1

(n+1)! ,

即bn + bn+1 = 1
(n+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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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gn =
fn

n!
=

1
n!

n∑

k=1

(n− k + 1)
(

n

n− k

)
ak =

n∑

k=1

(−1)k n− k + 1
(n− k)!

bk

∴ gn+1 − gn =
n+1∑

k=1

(−1)k n− k + 2
(n + 1− k)!

bk −
n∑

k=1

(−1)k n− k + 1
(n− k)!

bk

=
n+1∑

k=2

(−1)k n− k + 2
(n + 1− k)!

bk −
n+1∑

k=2

(−1)k+1 n− k + 2
(n + 1− k)!

bk−1

=
n+1∑

k=2

(−1)k n− k + 2
(n + 1− k)!

(bk + bk−1)

=
n+1∑

k=2

(−1)k n− k + 2
(n + 1− k)!

1
k!

=
n+1∑

k=2

(−1)k

(n + 1− k)!k!
+

n∑

k=2

(−1)k

(n− k)!k!

=
1

(n + 1)!

n+1∑

k=2

(−1)k

(
n + 1

k

)
+

1
n!

n∑

k=2

(−1)k

(
n

k

)

∵
n+1∑

k=0

(−1)k

(
n + 1

k

)
= (1− 1)n+1 = 0,

n∑

k=0

(−1)k

(
n

k

)
= (1− 1)n = 0

∴ gn+1 − gn =
0 + n + 1− 1

(n + 1)!
+

0 + n− 1
n!

=
n

(n + 1)!
+

n− 1
n!

=
1

(n− 1)!
− 1

(n + 1)!

∵ g3 = 2b2 + b3 =
4
3

∴ fn = n!gn = n!

(
n∑

k=4

1
(k − 2)!

−
∑

k=4

1
k!

+ g3

)
= n!

(
4
3

+
1
2!

+
1
3!
− 1

(n− 1)!
− 1

n!

)
= 2n!−n−1(n > 3)

不难验证对于n = 1, 2也成立,所以fn = 2n!− n− 1.

3.某乒乓俱乐部组织交流活动,安排符合以下规则的双打赛程表,规则为:

(1)每个参赛者至多属于两个对子;

(2)任意两个不同对子之间至多进行一次双打;

(3)凡表中同属一对的两人就不在任何双打中作为对手相遇.

统计各人参加的双打次数，约定将所有不同的次数组成的集合称为“赛次集”.

给定由不同的正整数组成的集合A = {a1, a2, . . . , ak},其中每个数都能被6整除. 试问至少必须有多少人

参加活动,才可以安排符合上述规则的赛程表, 使得相应的赛次集恰为A,请证明你的结论.

解:设a1 < a2 < · · · < ak,必存在某个参赛者参加了ak场比赛.

若该参赛者只属于一个对子,则有ak个对子与该对进行比赛,至少有ak + 2人;

若该参赛者属于两个对子,至少有1
2ak对与这两对进行比赛,至少有ak

2 + 3人.

所以至少有ak

2 + 3人参加比赛.

下面用归纳法构造ak

2 + 3人参赛的赛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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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1,将a1
2 + 3人分成3人小组,每组三人两两结成对子,每人恰参加两个对子.

让每个对子都与其他小组的对子进行比赛,显然每个人都进行了a1场比赛,满足条件.

k = 2,将a2
2 + 3人分成两大组S, T ,|S| = a1

2 , |T | = a2−a1
2 + 3.

同样将每大组分为3人小组,每组三人两两结成对子,每人恰参加两个对子.

S大组中任一对都与其他小组的对子进行比赛,每个人都比赛了a2场;

T大组中任一对都只与S大组中的所有对子比赛,每个人都比赛了a1场.满足条件.

设k − 1, k时命题成立,存在这样的赛次集.当k + 1时(k > 1),

将a1
2 + 3人分成三大组S, T, U .|S| = a1

2 , |T | = ak−a1
2 + 3, |U | = ak+1−ak

2 .

同样将每大组分成3人小组,每组三人两两结成对子,每人恰参加两个对子.

S大组中任一对都与其他小组的对子进行比赛,每个人都比赛了ak+1场;

U大组中任一对都只与S大组中的所有对子比赛,每个人都比赛了a1场.

由归纳假设,可在T大组中安排赛程,使得赛次集为{a2 − a1, a3 − a1, . . . , ak − a1}.
又因为T大组中任一对都与S大组中的所有对子比赛,每个人又都比赛了a1场.

所以T大组中的人比赛场次所组成的集合为{a2, a3, . . . , ak},
所以所有选手的赛次集为A,满足条件.

由归纳法存在ak

2 + 3人参赛的赛程表,使得赛次集为A.

综上所述,最少有ak

2 + 3人参加.

4.设n > 2.对n元有序实数组

A = (a1, a2, . . . , an),

令 bk = max
16i6k

ai, (k = 1, 2, . . . , n).

称B = (b1, b2, . . . , bn)为A的“创新数组”;

称B中的不同元素个数为A的“创新阶数”.

考察1, 2, . . . , n的所有排列(将每种排列都视为一个有序数组), 对其中创新阶数为2的所有排列,求它们

的第一项的算术平均值.

解:设第一项为k的创新阶数为2的排列有xk个,显然xn = 0.

而k = 1, 2, . . . , n− 1时,排列中所有大于k小于n的数必排在n之后.

其他的数的位置可以任意取.

即所有大于k的n− k个数中n排在最前,恰占全部排列的 1
n−k .

∴ xk = (n−1)!
n−k .

所以所求平均值为

n−1∑
k=1

kxk

n−1∑
k=1

xk

=
(n− 1)!

n−1∑
k=1

k

n− k

(n− 1)!
n−1∑
k=1

1
n− k

=

n−1∑
k=1

(n

k
− 1

)

n−1∑
k=1

1
k

= n− n− 1

1 +
1
2

+ · · ·+ 1
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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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若对正整数n,存在k,使得

n = n1n2 · · ·nk = 2
1
2k (n1−1)(n2−1)···(nk−1) − 1,

其中n1, n2, . . . , nk都是大于3的整数,则称n具有性质P . 求具有性质P的所有数n.

解:显然n为奇数,并且存在m ∈ N∗, n = 2m − 1.

当m = 1, 2, . . . , 9时,不难验证只有m = 3, n = 7满足要求.

当m > 10时,由归纳法不难证明:2m − 1 > m3.

2
1
2k (n1−1)(n2−1)···(nk−1) − 1 >

k∏

i=1

(
ni − 1

2

)3

而由ni > 3, ni > 5,所以
(

ni − 1
2

)3

> 4
(

ni − 1
2

)
> ni

∴ 2
1
2k (n1−1)(n2−1)···(nk−1) − 1 > n1n2 · · ·nk

所以具有性质P的n只有7.

6.某次考试有5道选择题,每题都有4个不同答案供选择, 每人每题恰选1个答案,在2000份答卷中发现存

在一个n, 使得任何n份答卷中都存在4份, 其中每两份的答案都至多3道题相同.求n的最小可能值.

解:将每个题的答案记为1,2,3,4.每份答案记为(a, b, c, d, e),其中a, b, c, d, e ∈ {1, 2, 3, 4}.
将(1, b, c, d, e)(2, b, c, d, e)(3, b, c, d, e)(4, b, c, d, e)记作一组.共44 = 256组, 由抽屉原则,至少有一组

有[ 2000256 ] + 1 = 8份答卷; 去掉该组后仍然还有一组有8份答卷,再去掉这组后仍然还有一组有8份

答卷. 这24份答卷中任4份至少有两个在同一组,它们有4题答案相同.所以n > 25.

n = 25时,构造如下2000份答卷满足题意,每份答卷都使得a + b + c + d + e ≡ 0 (mod 4), 所以前面每一

组中至多有一份答卷,共256种不同的答卷,任两份不同的答卷都至多有3题答案相同. 任取其中250种,每

种恰有8份答卷,任取25份答卷,必有4份不同的答卷,它们之间任两份至多有3题答案相同.所以n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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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2001年)
香港 数学奥林匹克委员会

1.给定a,
√

2 < a < 2. 内接于单位圆 Γ的凸四边形ABCD适合以下条件:

(1)圆心在这凸四边形内部;

(2)最大边长是a,最小边长是
√

4− a2.

过点A,B, C, D依次作圆Γ的四条切线LA, LB , LC , LD. 已知LA与LB ,LB与LC ,LC与LD, LD与LA分别

相交于 A′, B′, C ′, D′四点.求面积之比SA′B′C′D′
SABCD

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解:设圆Γ的圆心为O,并记∠AOB = 2θ1,∠BOC = 2θ2,∠COD = 2θ3,∠DOA = 2θ4.于是θ1, θ2, θ3, θ4都

是锐角,且θ1 + θ2 + θ3 + θ4 = π.不难求得

SABCD =
1
2

4∑

i=1

sin 2θi, SA′B′C′D′ =
4∑

i=1

tan θi

由于上式关于θ1, θ2, θ3, θ4对称, 不妨设AB = a,AD =
√

4− a2, θ1 > θ2 > θ3 > θ4.

则sin θ1 = a
2 , sin θ4 = 1

2

√
4− a2, 易知θ1 + θ4 = π

2 , θ2 + θ3 = π
2 .

∴ tan θ1 + tan θ4 =
sin(θ1 + θ4)
cos θ1 cos θ4

=
1

cos θ1 sin θ1
=

2
sin 2θ1

tan θ2 + tan θ3 =
2

sin 2θ2

T =
SA′B′C′D′

SABCD
=

2
sin 2θ1

+
2

sin θ2

sin 2θ1 + sin θ2

而sin 2θ1 = 1
2a
√

4− a2, π
4 6 θ2 6 θ1,

∴ 1
2a
√

4− a2 6 sin 2θ2 6 1.

由于T是关于sin 2θ2的严格减函数,

Tmax =
2

( 1
2a
√

4− a2)2
=

8
a2(4− a2)

, Tmin =

4
a
√

4− a2
+ 2

1
2a
√

4− a2 + 1
=

4
a
√

4− a2

2.设X = {1, 2, 3, . . . , 2001},求最小的正整数m,满足要求:对X的任何一个m元子集W ,都存在u, v(u和v

允许相同),使得u + v是2的方幂.

解:令Y = {2001, 2000, . . . , 1025} ∪ {46, 45, . . . , 33} ∪ {17} ∪ {14, 13, · · · , 9}, 则|Y | = 998,并且可以证

明对于任何u, v ∈ Y ,u + v都不是2的方幂.

事实上,当u, v ∈ Y时,不妨设u > v并且有2r < u 6 2r + a < 2r+1,其中当r分别取值10,5,4,3时,相应

的a值依次为977,14,1,6.

(1)若2r < v 6 u,则2r+1 < u + v < 2r+2;

(2)若1 6 v < 2r,则当2r < u 6 2r + a, 1 6 a < 2r时,1 6 v < 2r − a.于是2r < u + v < 2r+1.

这表明u + v不是2的方幂.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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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知所求的最小正整数m > 999.

将X划分成下列999个互不相交的子集:

Ai = {1024− i, 1024 + i}, i = 1, 2, . . . , 977;

Bj = {32− j, 32 + j}, j = 1, 2, . . . , 14;

C = {15, 17};
Dk = {8− k, 8 + k}, k = 1, 2, 3, 4, 5, 6;

E = {1, 8, 16, 32, 1024}.
对于X的任何一个999元子集W ,若W ∩ E 6= ∅,则从中任取一个元素的2倍都是2的方幂;若W ∩ E =

∅,则W中的999各元素分属于前面的998个2元子集,由抽屉原理知W中必有不同的u和v属于其中同一个

子集, 显然u + v是2的方幂.

综上所述,所求的最小正整数m = 999.

3.在正n边形的每个顶点上各停有一只喜鹊.突然受到惊吓, 众喜鹊都飞去.一段时间后,它们又都回到这

些顶点上, 仍是每个顶点上一只,但未必都回到原来的顶点. 求所有正整数n,使得一定存在3只喜鹊, 以

它们前后所在的顶点分别形成的三角形或同为锐角三角形, 或同为直角三角形,或同为钝角三角形.

解:对于n = 3,结论显然成立.

若n > 4,n为偶数,设A,B原来的位置为直径的两端点,若回来后仍为直径的两端点,则任取另一只C,可

知前后4ABC均为直角三角形;否则设回来后A的对径点为C,则前后4ABC均为直角三角形,结论成

立.

若n > 7,n为奇数,不妨设A回到原顶点,否则可通过旋转使得A回到原顶点. 作以A为一个端点的直径,在

直径两侧各有n−1
2 > 3个点. 考虑原来在同一侧的三个点,由抽屉原则,回来后必有两个仍在同一侧,不

妨设为B,C,则4ABC前后均为钝角三角形,结论成立.

n = 5时,设原先按顺时针排列为A,B, C, D, E,返回后按顺时针排列为A,C, E, B, D,则此时不难验证所

有的钝角三角形变为锐角三角形, 所有的锐角三角形变为钝角三角形,结论不成立.

综上所述,所求的n为所有不小于3且不等于5的整数.

4.设a, b, c, a+b−c, a+c−b, b+c−a, a+b+c是7个两两不同的质数,且a, b, c中有两数之和是800.设d是

这7个质数中最大数与最小数之差. 求d的最大可能值.

解:不妨设a < b < c,显然a + b− c最小,a + b + c最大,所以d = 2c.只需求c的最大值.

∵ a + b− c > 0, c < a + b, c < a + c, c < b + c,∴ c < 800.

小于800的质数从大到小依次为797,787,. . .

若c = 797, a + b = 800, a + b− c = 3, a + b + c = 1597,

令a = 13, b = 787, a + c− b = 23, b + c− a = 1571.不难验证均为质数,所以dmax = 2× 797 = 1594.

5.将周长为24的圆周等分成24段.从24个分点中选取8个点, 使得其中任何两点间所夹的弧长都不等

于3和8. 问满足要求的8点组的不同取法共有多少种?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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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将这些点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标为1,2,. . . ,24,并排成如下3× 8的表格:

1 4 7 10 13 16 19 22

9 12 15 18 21 24 3 6

17 20 23 2 5 8 11 14

在表中,同一列相邻两数所代表的点之间所夹弧长为8,同一行相邻两数所代表的点之间所夹弧长为3,

(第一列与第八列也是相邻的,第一行与第三行也是相邻的).所以在表中每相邻两数所代表的点均不能

同时取. 即每一列只能取一个数,并且恰好取一个数.

记从3 × n数表中每列恰取一个数且任何相邻两列(包括第n列与第一列)所取得数均不同行的取法

为xn种.

从第一列取一个数有3种取法,第一列取定后,第2列所取得数不能与第一列同行,只有两种不同取法,以

后每一列均有两种取法, 共3× 2n种取法,但是第一列与最后一列所取的数同行的所有取法都不满足要

求, 这时将这两列看作一列,即为n− 1列时的所有取法,所以xn + xn−1 = 3× 2n−1.

∴ x8 = 3× 27 − x7 = 3× 27 − (3× 26 − x6)

= 3× (27 − 26) + x6 = · · ·
= 3× (27 − 26 + 25 − 24 + 23 − 22 + 2) = 258

既满足题中要求的不同取法总数为258.

6.记a = 2001.设A是适合下列条件的正整数对(m,n)所组成的集合:

(1)m < 2a;

(2)2n|(2am−m2 + n2);

(3)n2 −m2 + 2mn 6 2a(n−m).

令 f =
2am−m2 −mn

n
,

求 min
(m,n)∈A

f和 max
(m,n)∈A

f .

解:(1)先求f的最小值,令 p =
2am−m2 + n2

2n
(∗)

由条件(1)和(2)可知,p为正整数且有 (2a−m)m = (2p− n)n (∗∗)

∵ 2a−m > 0,所以2p− n > 0.由条件(3)可得

2am−m2 + n2 = 2am− 2mn + 2mn−m2 + n2 6 2am− 2mn + 2a(n−m) = 2n(a−m)

从而由(∗),p 6 a−m.所以2p− n < 2p 6 2(a−m) < 2a−m.

由(∗∗)知,m,n同奇偶,且n > m.

设(m,n) ∈ A,令n′ = 2p − n = 2am−m2

n ,显然n′也是正整数而且容易验证(m,n) ∈ A ⇔ (m,n′) ∈ A.事

实上,不难验证下面两式成立

p′ =
2am−m2 + n′2

2n′
=

2am−m2 + n2

2n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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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 −m2 + 2mn′ − 2a(n′ −m) =
2am−m2

n2
[n2 −m2 + 2mn− 2a(n−m)]

由2a > m,便知关于(m,n′)的条件(2)(3)成立的充要条件是关于(m,n)的条件(2)(3)成立. 即(m,n) ∈
A ⇔ (m,n′) ∈ A.

这样一来,易知(m,n) ∈ A时,f(m,n) = n′ −m, f(m,n′) = n−m.

∴ f(m,n) = n′ −m > 2.

取m = 2,条件化为2n|4a− 4 + n2. 即 4000
n + n

2为正整数,n2 − 3998n + 8000 6 0. 又n为正整数,3 6 n 6
3995,又n为4000的偶因子,取n = 2000,f(2, 2000) = 2.

综上可知 min
(m,n)∈A

f = 2.

(2)再求f的最大值.因为(m,n) ∈ A时,m,n奇偶性相同且n > m,令n = m + 2u, u为正整数,于是有

f(m,n) =
2am−m2 −mn

n

=
2(a− u)m− 2m2

m + 2u

=
2(a− u)(m + 2u)− 2(a− u)2u

m + 2u
− 2(m + 2u)2 + 8(m + 2u)u− 8u2

m + 2u

= (2a + 6u)− 2
[
m + 2u +

2u(a + u)
m + 2u

]

由(3),知(m + 2u)2 −m2 + 2m(m + 2u) 6 4ua,

即m2+4um−2au+2u2 6 0,m 6 −2u+
√

2u(a + u),m+2u 6
√

2u(a + u). 所以当u固定时,f(m,m+

2u)关于m严格递增.

∵ f(m,m + 2u)为偶数,所以m + 2u必为2u(a + u)的因子,

u = 1时,2(a + 1) = 4004 = 4 × 7 × 11 × 13. 而若要m + 2u + 2u(a+u)
m+2u 尽量大,m + 2u应尽量接

近
√

2u(a + u) =
√

4004,

m + 2|4004, n = m + 2 = 52,m = 50, (m,n) ∈ A, f(50, 52) = 4002 + 6− 2(52 + 4004
52 ) = 3750.

所以有f(m,m + 2) 6 3750.

以下证明:对于任意的(m,n) ∈ A,都有f(m,n) 6 3750.

上面已证n = m + 2时,结论成立,由于m,n奇偶性相同且n > m,故可以设n > m + 4,于是

f(m,n) =
(2a−m)m

n
−m 6 (2a−m)m

m + 4
−m

只需证明:对于任意的1 6 m < 2a = 4002,都有

(2a−m)m
m + 4

−m 6 3750

整理后得m2 − 124m + 2× 3750 > 0.

由于∆ = 1242 − 8× 3750 = 4(622 − 7500) < 0,所以结论是成立的.

综上可知, max
(m,n)∈A

f = 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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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2002年)
上海 上海中学

1.三角形ABC的三边长分别为a, b, c, b < c, AD是角A的内角平分线,点D在边BC上.

(1)求在线段AB,AC内分别存在点E, F (不是顶点)满足BE = CF和∠BDE = ∠CDF 的充分必要条

件(用角A,B, C表示);

(2)在点E和F存在的情况下,用a, b, c表示BE的长.

解:(1)因为AD平分∠BAC,所以D到AB,AC距离相等,又由于BE = CF ,所以S4DBE = S4DFC .

∵ ∠BDE = ∠CDF ,∴ BD ·DE = CD ·DF .

又BE = CF ,BD2 + DE2 − 2BD ·DE cos ∠BDE = CD2 + DF 2 − 2CD ·DF cos ∠CDF .

∴ BD2 + DE2 = CD2 + DF 2.所以BD = CD,DE = DF或者BD = DF, CD = DE.

因为b < c,所以BD > DC,所以BD = DF, CD = DE.

可以得到4BDE ∼= 4FDC,∠B = ∠DFC, ∠C = ∠BED,并且∠BDE = ∠CDF = ∠A.

而∠C > ∠B = ∠DFC > ∠DAC = 1
2∠A, ∴ 2∠B > ∠A.

反之,如果2∠B > ∠A,作∠CDF = ∠BDE = ∠A,则F, E分别在AC, AB上,

4FDC v 4BAC v 4BDE.

又D到FC, BE距离相等,所以4BDE ∼= 4FDC,BE = CF .

所以充要条件为2∠B > ∠A.

(2)因为4BAC v 4BDE,所以
BD

BA
=

BE

BC
,BE =

BC ·BD

BA
.

再由角平分线定理,
BD

DC
=

AB

AC
,∴ BD =

ac

b + c
,所以BE =

a2

b + c
.

2.设多项式序列{Pn(x)}满足:P1(x) = x2 − 1, P2(x) = 2x(x2 − 1), 且

Pn+1(x)Pn−1(x) = (Pn(x))2 − (x2 − 1)2, n = 2, 3, . . . .

设sn为Pn(x)各项系数的绝对值之和.

对于任意正整数n,求非负整数kn,使得2−knsn为奇数.

解:设Pi(x) = Qi(x)(x2 − 1),则Q1(x) = 1, Q2(x) = 2x,Qn+1(x)Qn−1(x) = (Qn(x))2 − 1.

设tn为Qn(x)各项系数的绝对值之和,

因为Qn+1Qn−1 = Q2
n − 1, Qn+2Qn = Q2

n+1 − 1,所以Qn+1Qn−1 + Q2
n+1 = Qn+2Qn + Q2

n.

所以
Qn+2 + Qn

Qn+1
=

Qn+1 + Qn−1

Qn
,∴对于∀n ∈ N∗,Qn+2 + Qn

Qn+1
=

Q3 + Q1

Q2
= 2x.

∴ Qn+2(x) = 2xQn+1(x)−Qn(x).

由归纳法不难证明如下结论:

(1)Qn(x)为首项系数为正的n− 1次整系数多项式;

(2)Q2k(x)只有奇数项,Q2k+1(x)只有偶数项,(k ∈ N);

(3)Qn(x)所有系数不为0的项的系数从大到小为正负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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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tn+2 = 2tn+1 + 2tn,sn = 2tn.补充定义t0 = s0 = 0.

由t1 = 1, t2 = 2知对于n ∈ N,

tn =
1

2
√

2
[(1 +

√
2)n − (1−

√
2)n], sn =

1√
2
[(1 +

√
2)n − (1−

√
2)n]

设rn = (1 +
√

2)n + (1−√2)n,则rn +
√

2sn = 2(1 +
√

2)n,并且rn, sn均为正整数.

所以rn = 2
[ n
2 ]∑

m=0

(
n

2m

)
2m = 2(1 +

[ n
2 ]∑

m=1

(
n

2m

)
), 显然 1

2rn为奇数.

对于∀m,n ∈ N, rn+m +
√

2sn+m = 2(1 +
√

2)n+m = 1
2 (rn +

√
2sn)(rm +

√
2sm).

∴ rn+m = smsn + 1
2rmrn, sm+n = 1

2 (rnsm + rmsn).

∴ s2m = rmsm, k2m = km + 1,又因为k1 = 1,所以k2m = m + 1.

当km 6= kn时,sm+n = ( 1
2rn)sm + ( 1

2rm)sn,km+n = min{km, kn}.
设n = 2m0 + 2m1 + · · ·+ 2ml , 0 > m0 < m1 < · · · < ml为正整数.

则kn = m0 + 1,即2m0‖n时,kn = m0 + 1.

3.18支足球队进行单循环赛,即每轮将18支球队分成9组, 每组的两队赛一场,下一轮重新分组进行比

赛,共赛17轮, 使得每队都与另外17支队各赛一场. 按任意可行的程序比赛了n轮之后,总存在4支球队,

它们之间总共只赛了1场.求n的最大可能值.

解:考察如下的比赛程序:

1.(1,2)(3,4)(5,6)(7,8)(9,18)(10,11)(12,13)(14,15)(16,17)

2.(1,3)(2,4)(5,7)(6,9)(8,17)(10,12)(11,13)(14,16)(15,18)

3.(1,4)(2,5)(3,6)(8,9)(7,16)(10,13)(11,14)(12,15)(17,18)

4.(1,5)(2,7)(3,8)(4,9)(6,15)(10,14)(11,16)(12,17)(13,18)

5.(1,6)(2,8)(3,9)(4,7)(5,14)(10,15)(11,17)(12,18)(13,16)

6.(1,7)(2,9)(3,5)(6,8)(4,13)(10,16)(11,18)(12,14)(15,17)

7.(1,8)(2,6)(4,5)(7,9)(3,12)(10,17)(11,15)(13,14)(16,18)

8.(1,9)(3,7)(4,6)(5,8)(2,11)(10,18)(12,16)(13,15)(14,17)

9.(2,3)(4,8)(5,9)(6,7)(1,10)(11,12)(13,17)(14,18)(15,16)

10.(1,11)(2,12)(3,13)(4,14)(5,15)(6,16)(7,17)(8,18)(9,10)

11.(1,12)(2,13)(3,14)(4,15)(5,16)(6,17)(7,18)(8,10)(9,11)

12.(1,13)(2,14)(3,15)(4,16)(5,17)(6,18)(7,10)(8,11)(9,12)

13.(1,14)(2,15)(3,16)(4,17)(5,18)(6,10)(7,11)(8,12)(9,13)

14.(1,15)(2,16)(3,17)(4,18)(5,10)(6,11)(7,12)(8,13)(9,14)

15.(1,16)(2,17)(3,18)(4,10)(5,11)(6,12)(7,13)(8,14)(9,15)

16.(1,17)(2,18)(3,10)(4,11)(5,12)(6,13)(7,14)(8,15)(9,16)

17.(1,18)(2,10)(3,11)(4,12)(5,13)(6,14)(7,15)(8,16)(9,17)

将前9支球队称为A组,后9支球队称为B组,显然9轮之后,同组两支球队均已经比赛过, 所以任意四支球

队之间至少已经赛过两场比赛,当然不满足题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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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上述程序颠倒过来,然后按照新的程序比赛,则8轮比赛过后,同组任何两队均未比赛过. 而不全同

组的四支球队之间至少赛过两场,也不满足题中要求.

综上所述,n的最大可能值不大于7.

设已进行了7轮比赛且任何4队都不满足题中要求.

选取已经比赛过的两队A1, A2,于是每支球队都与另外6支球队比赛过,两个队至多与另外12支球队比赛

过. 从而至少有4支球队B1, B2, B3, B4与A1, A2均未比赛过,由反证假设可知,B1, B2, B3, B4之间的比赛

都已经进行了.

所以最多有10支球队与B1, B2其中至少一队比赛过,又导致至少存在C1, C2, . . . , C6与B1, B2均未比赛.

由反证假设可知,C1, C2, . . . , C6之间的比赛都已经进行了.

类似的,最多有8支球队与C1, C2其中至少一队比赛过,又导致至少存在D1, D2, . . . , D8与C1, C2均未比

赛. 由反证假设可知,D1, D2, . . . , D8之间的比赛都已经进行了.所以D1, D2与其他10支球队均未比赛,

但是由于只进行了7轮比赛,其中必存在两支球队E1, E2之间没有比赛,D1, D2, E1, E2之间只进行了一

场比赛,与假设矛盾.

综上所述,n的最大可能值为7.

4.对于平面上任意四个不同点P1, P2, P3, P4,求
∑

16i<j64

PiPj

min
16i<j64

PiPj
的最小值.

解:先证明如下的引理:

引理:在4ABC中,若AB > m,AC > m,∠BAC = α,则BC > 2m sin α
2 .

引理的证明:作∠A的角平分线AD,由正弦定理,有

BC = BD + DC = AB
sin∠BAD

sin∠ADB
+ AC

sin∠CAD

sin∠ADC
=

sin α
2

sin∠ADB
(AB + BC) > 2m sin

α

2

所以引理成立.

回到原题,记m = min
16i<j64

PiPj , k =
∑

16i<j64

PiPj .我们证明:k > (5 +
√

3)m.

(1)若P1, P2, P3, P4中有3点共线,不妨设为P1, P2, P3,则P1P2 + P2P3 + P3P1 > 4m,

从而k > 7m > (5 +
√

3)m.

(2)若四个点的凸包为三角形,不妨设P4在4P1P2P3内部,且∠P1P4P2 > 120◦,

由引理P1P2 > 2m sin 1
2∠P1P4P2 > 2m sin 60◦ =

√
3m.所以k > (5 +

√
3)m.

(3)凸包为四边形P1P2P3P4.若该四边形有一个内角不小于120◦,不妨设为∠P2P1P4,

由引理类似(2),P2P4 >
√

3m.所以k > (5 +
√

3)m.

否则四个内角均小于120◦,必有两个相邻内角之和不小于180◦,

不妨设α + β = ∠P4P1P2 + ∠P1P2P3 > 180◦,且α > β.

由于α < 120◦,所以β > 60◦,所以α+β
4 > 45◦, 0 6 α−β

4 < 15◦.

由引理,有P2P4 > 2m sin α
2 , P1P3 > 2m sin β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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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P1P3 + P2P4 > 2m(sin
α

2
+ sin

β

2
) = 4m sin

α + β

4
cos

α− β

4
> 4m sin 45◦ cos 15◦ = 2m(sin 60◦ + sin 30◦) = (

√
3 + 1)m

所以k > (5 +
√

3)m.

又P1P2P3P4为有一个内角为60◦的菱形时,k = (5 +
√

3)m.

所以所求式子的最小值为5 +
√

3.

5.平面上横纵坐标都为有理数的点称为有理点. 证明平面上的全体有理点可以分为三个两两不相交的

集合,满足条件:

(1)在以每个有理点为圆心的任一圆内一定包含这三个集合中每个集合的点.

(2)在任意一条直线上不可能有三个点分别属于这三个集合.

证明:显然任意有理点均可唯一的表示成( u
w , v

w )的形式,其中u, v, w都是整数,w > 0并且gcd(u, v, w) =

1.

令A = {( u
w , v

w )|2 - u}, B = {( u
w , v

w )|2|u, 2 - v}, C = {( u
w , v

w )|2|u, 2|v}.
下面证明A,B, C满足题中的条件.

(1)先证明A,B, C满足条件(1);

设D是以有理点( u0
w0

, v0
w0

)为中心,r为半径的圆, 取正整数k,使得2k > max{w0,
1
r (|u0|+ |v0|+ 1)}.

不难验证如下三个有理点
(

u02k + 1
w02k

,
v02k

w02k

)
∈ A,

(
u02k

w02k
,
v02k + 1

w02k

)
∈ B,

(
u02k

w02k + 1
,

v02k

w02k + 1

)
∈ C

都在¯D内部.这表明条件(1)成立.

(2)再证明A,B, C满足条件(2).

设平面上直线方程为ax + by + c = 0,如果其上有两个不同的有理点(x1, y1)(x2, y2),则axi + byi + c =

0(i = 1, 2), 如果c = 0,当然可以取a, b均为有理数;否则不妨设c = 1,从联立方程中即可解出a, b,显然均

是有理数. 再通分即可使a, b, c都是整数,且gcd(a, b, c) = 1.

设有理点( u
w , v

w )在直线ax + by + c = 0上,则L : au + bv + cw = 0.

(a)2 - c,若2|u, 2|v,必有2|cw, 2|w,与gcd(u, v, w) = 1矛盾.所以L上不能有C中的点.

(b)2|c, 2 - b,若2 - v,则2 - au,从而2 - u,因此L上不能有B中的点.

(c)2|c, 2|b,则2|au,由gcd(a, b, c) = 1,2 - a,2|u,L上不能有A中的点.

综上所述,A,B, C满足条件(2).

所以A,B, C满足题中的条件.

6.给定实数c, 1
2 < c < 1,求最小的常数M , 使得对任意整数n > 2,及实数0 < a1 6 a2 6 · · · 6 an,只要满

足
1
n

n∑

k=1

kak = c
n∑

k=1

ak,

总有
n∑

k=1

ak 6 M
m∑

k=1

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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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为不超过cn的最大整数.

解:设r = cn, sk =
k∑

i=1

ak, s0 = 0.

∴
n∑

k=1

kak = nsn − (s1 + s2 + · · ·+ sn−1) = rsn

∴ (n + 1− r)sn =
n∑

i=1

si (∗)
先证明这样两个事实:

(1)对于∀j, k, 1 6 j < k 6 n,总有jsk 6 ksj .

这是由于jsk 6 ksj ⇔ j(ak + · · ·+ aj+1) > (k − j)(aj + · · ·+ a1).

而j(ak + · · ·+ aj+1) > j(k − j)aj+1 > j(k − j)aj > (k − j)(aj + · · ·+ a1).

所以jsk 6 ksj ,∴
m−1∑
i=1

si 6
m−1∑
i=1

i

m
sm =

m− 1
2

sm.

(2)对于k = 0, 1, . . . , n−m, sm+k 6 1
n−m [(n−m− k)sm + ksn].

这是由于sm+k − sm 6 kam+k,(n−m− k)am+k 6 sn − sm+k.

∴ (n−m− k)(sm+k − sm) 6 k(n−m− k)am+k 6 k(sn − sm+k).

化简后即为sm+k 6 1
n−m [(n−m− k)sm + ksn].

∴
n∑

k=m

sk =
n−m∑
k=0

sm+k 6 1
n−m [sm

n−m∑
k=0

(n−m− k) + sn

n−m∑
k=0

k] = n+1−m
2 (sm + sn).

代入(∗),(n + 1− r)sn 6 m−1
2 sm + n+1−m

2 (sm + sn) = n
2 sm + n+1−m

s n.

∴ sn 6 n
n+1+m−2r sm,

而r < m + 1,所以sn < n
n−r sm = 1

1−csm.∴ M 6 1
1−c .

令a1 = a2 = · · · = am = 1, am+1 = am+2 = · · · = an = t > 1.

可知
n∑

k=1

kak = m(m+1)
2 + (m+1+n)(n−m)

2 t = cn(m + (n−m)t) = cn
n∑

k=1

ak.

解得t = 2cnm−m(m+1)
(n+m+1)(n−m)−2cn(n−m) .

所以t > 1 ⇔ n > 1
2c−1 .满足以上的条件.∵ cn− 1 < m 6 cn.

∴ M > sn

sm
=

m + (n−m)t
m

= 1 +
2cn−m− 1

n + m + 1− 2cn

=
n

n + m + 1− 2cn
=

1
1− 2c + m+1

n

> 1
1− c + 1

n

令n → +∞,M > 1
1−c .

所以M = 1
1−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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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2003年)
湖南 长沙市第一中学

1.设点I, H分别为锐角三角形的内心和垂心, 点B1, C1分别为边AC, AB的中点. 已知射线B1I交

边AB于点B2(B2 6= B),射线C1I交AC的延长线于C2,B2C2与BC相交于K,A1为4BHC的外心.

试证:A, I,A1三点共线的充分必要条件是4BKB2,4CKC2的面积相等.

证明:首先证明A, I,A1三点共线⇔ ∠BAC = 60◦.

设O为4ABC的外心,连BO, CO,则∠BHC = 180◦ − ∠BAC,∠BA1C = 2(180◦ − ∠BHC) = 2∠BAC.

因此,∠BAC = 60◦ ⇔ ∠BAC + ∠BA1C = 180◦ ⇔ A1在4ABC的外接圆¯O上.

⇔ AI与AA1重合(因为,A1在BC的中垂线上) ⇔ A, I,A1三点共线.

其次,再证S4BKB2 = S4CKC2 ⇔ ∠BAC = 60◦.

作IP ⊥ AB于点P ,IQ ⊥ AC于点Q,则 S4AB1B2 =
1
2
IP ·AB2 +

1
2
IQ ·AB1.

注意到S4AB1B2 =
1
2
AB1 ·AB2 sinA. 所以IP ·AB2 + IQ ·AB1 = AB1 ·AB2 sinA.

设IP = r(r为4ABC的内切圆半径),则IQ = r.令BC = a,AC = b, AB = c,则r =
2S4ABC

a + b + c
.

再由AB1 =
b

2
, 2AB1 sinA = hc =

2S4ABC

c
,有 AB2 ·

(
2S4ABC

c
− 2 · 2S4ABC

a + b + c

)
= b · 2S4ABC

a + b + c
.

则AB2 =
bc

a + b− c
,类似的AC2 =

bc

a + c− b
.

因此S4BKB2 = S4CKC2 ⇔ S4ABC = S4AB2C2

⇔ bc =
bc

a + b− c
· bc

a + c− b
⇔ a2 = b2 + c2 − bc ⇔ ∠BAC = 60◦(由余弦定理).

所以命题成立.

2.求出同时满足如下条件的集合S的元素个数的最大值:

(1)S中的每个元素都是不超过100的正整数;

(2)对于S中任意两个不同的元素a, b,都存在S中的元素c, 使得a与c的最大公约数等于1,并且b与c的最大

公约数也等于1;

(3)对于S中任意两个不同的元素a, b,都存在S中异于a, b的元素d, 使得a与d的最大公约数大于1,并

且b与d的最大公约数也大于1.

解:最大个数为72.

将不超过100的每个正整数n表示成n = 2α13α25α37α411α5q.

其中q是不能被2,3,5,7,11整除的正整数,α1, α2, α3, α4, α5为非负整数.

我们选取满足条件“α1, α2, α3, α4, α5中恰有1个或2个非零”的那些正整数组成集合S,即S中包括50个

偶数2,4,. . . ,100,但除去2×3×5,22×3×5, 2×32×5,2×3×7,22×3×7,2×5×7,2×3×11这7个数; 3的奇

数倍3×1,3×3,. . . ,3×33共17个数;最小素因子为5的数5×1, 5×5,5×7,5×11,5×13,5×17,5×19共7个

数; 最小素因子为7的数7× 1,7× 7,7× 11,7× 13共4个数;以及素数11.

从而,S中总共有50− 7 + 17 + 7 + 4 + 1 = 72个数.

下面证明如此构造的S满足题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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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1)显然满足.

对于条件(2),注意到在lcm(a, b)的素因子中至多出现2,3,5,7,11中的4个数,记某个未出现的数为p,显

然p ∈ S,并且gcd(p, a) 6 gcd(p, lcm(a, b)) = 1, gcd(p, b) 6 gcd(p, lcm(a, b)) = 1.于是,取c = p即可.

对于条件(3),当gcd(a, b) = 1时,取a的最小素因子p和b的最小素因子q易见p 6= q,并且p, q ∈ {2, 3, 5, 7, 11}.于
是,pq ∈ S,并且gcd(pq, a) > p > 1,gcd(pq, b) > q > 1.a, b互质保证了pq异于a, b.从而,取d = pq即可.

当gcd(a, b) = e > 1时,取p为e的最小素因子,q为满足q - [a, b]的最小素数,易见p 6= q,并且p, q ∈
{2, 3, 5, 7, 11}.
于是,pq ∈ S,并且gcd(pq, a) > gcd(p, a) = p > 1,gcd(pq, b) > gcd(p, b) = p > 1. q - [a, b]保证了pq异

于a, b.从而,取d = pq即可.

下面证明任意满足题述条件的集合S的元素数目不会超过72.

显然,1 ∈ S对于任意的两个大于10的质数p, q,因为与p, q均不互质的数最小是pq已大于100, 故据

条件(3)知,10与100之间的21个质数中最多有一个出现在S中.记除1和这21个质数外的其余78个不超

过100的自然数构成集合T . 我们断言T中至少有7个数不在S中,从而S中最多有78− 7 + 1 = 72个元素.

(I)当有某个大于10的质数p属于S时,S中所有各数最小素因子只可能是2,3,5,7和p.运用条件(2)可得出

以下结论:

(i)若7p ∈ S,因为2×3×5, 22×3×5, 2×32×5与7p包括了所有的最小素因子,故由条件(2)知,2×3×5, 22×
3× 5, 2× 32 × 5 6∈ S;若7p 6∈ S,注意2× 7p > 100,而p ∈ S,故由条件(3)知7× 1, 7× 7, 7× 11, 7× 13 6∈ S.

(ii)若5p ∈ S,则2× 3× 7, 22 × 3× 7 6∈ S;若5p 6∈ S,则5× 1, 5× 5 6∈ S.

(iii)2× 5× 7,3p不同属于S.

(iv)2× 3p,5× 7不同属于S.

(v)若5p, 7p 6∈ S,则5× 7 6∈ S.

当p = 11或13时,由(i)(ii)(iii)(iv)可分别得出至少有3,2,1,1个T中的数不属于S,合计7个;

当p = 17或19时,由(i)(ii)(iii)可分别得出至少有4,2,1个T中的数不属于S,合计7个;

当p > 20时,由(i)(ii)(v)可分别得出至少有4,2,1个中T的数不属于S,合计7个.

(II)如果没有大于10的质数属于S,则S中的最小素因子只可能是2,3,5,7.于是,下面7对数中的每对都不能

同时在S中出现:

(3, 2× 5× 7),(5, 2× 3× 7),(7, 2× 3× 5),(2× 3, 5× 7),(2× 5, 3× 7), (2× 7, 3× 5),(22 × 7, 32 × 5).

从而,T中至少有7个数不在S中.

综上所述,本题的答案为72.

3.给定正整数n,求最小的正数λ,使得对于任何θi ∈ (0, π
2 ), (i = 1, 2, . . . , n) 只要

tan θ1 tan θ2 · · · tan θn = 2
n
2

就有cos θ1 + cos θ2 + · · ·+ cos θn不大于λ.

解:当n = 1时,cos θ1 = (1 + tan2 θ1)−
1
2 =

√
3

3 ,有λ =
√

3
3 .

当n = 2时,可以证明cos θ1 + cos θ2 6 2
√

3
3 , 并且当θ1 = θ2 = arctan

√
2时等号成立.事实上,

cos θ1 + cos θ2 6 2
√

3
3 ⇔ cos2 θ1 + cos2 θ2 + 2 cos θ1 cos θ2 6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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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1
1 + tan2 θ1

+
1

1 + tan2 θ2
+ 2

√
1

(1 + tan2 θ1)(1 + tan2 θ1)
6 4

3

由tan θ1 tan θ2 = 2,并且设x = tan2 θ1 + tan2 θ2,则只需证明

2 + x

5 + x
+ 2

√
1

5 + x
6 4

3

即
2

√
1

5 + x
6 14 + x

3(5 + x)
⇔ 36(5 + x) 6 196 + 28x + x2 ⇔ x2 − 8x + 16 = (x− 4)2 > 0

显然成立,于是λ = 2
√

3
3 .

当n > 3时,不妨设θ1 > θ2 > · · · > θn, 则 tan θ1 tan θ2 tan θ3 > 2
√

2.

由于cos θi =
√

1− sin2 θi < 1− 1
2 sin2 θi,则

cos θ2 + cos θ3 < 2− 1
2 (sin2 θ2 + sin2 θ3) < 2− sin θ2 sin θ3.

由tan2 θ1 > 8
tan2 θ2 tan2 θ3

,有

1
cos2 θ1

> 8 + tan2 θ2 tan2 θ3

tan2 θ2 tan2 θ3

即

cos θ1 6 tan θ2 tan θ3√
8 + tan2 θ2 tan2 θ3

=
sin θ2 sin θ3√

8 cos2 θ2 cos2 θ3 + sin2 θ2 sin2 θ3

于是

cos θ1 + cos θ2 + cos θ3 < 2− sin θ2 sin θ3

(
1− 1√

8 cos2 θ2 cos2 θ3 + sin2 θ2 sin2 θ3

)

注意到8 cos2 θ2 cos2 θ3 + sin2 θ2 sin2 θ3 > 1

⇔ 8 + tan2 θ2 tan2 θ3 > 1
cos2 θ2 cos2 θ3

= (1 + tan2 θ2)(1 + tan2 θ3) ⇔ tan2 θ2 + tan2 θ3 6 7.

所以当tan2 θ2 + tan2 θ3 6 7时,cos θ1 + cos θ2 + cos θ3 < 2.

若tan2 θ2 + tan2 θ3 > 7时,因此tan2 θ1 > tan2 θ2 > 7
2 ,

所以cos θ1 6 cos θ2 <

√
1

1 + 7
2

=
√

2
3

.

于是,cos θ1 + cos θ2 + cos θ3 <
2
√

2
3

+ 1 < 2,

所以cos θ1 + cos θ2 + · · ·+ cos θn < n− 1.

另一方面,取θ2 = θ3 = · · · = θn = α > 0, α → 0,

则 θ1 = arctan
2

n
2

tann−1 α
,θ1 → π

2 ,

从而cos θ1 + cos θ2 + · · ·+ cos θn → n− 1.

综上可得λ = n− 1.

4.求所有满足a > 2,m > 2的三元正整数组(a,m, n), 使得an + 203是am + 1的倍数.

解:对于分三种情况考虑.

(1)n < m时,由an + 203 > am + 1,有202 > am − an > an(a− 1) > a(a− 1).

所以2 6 a 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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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a = 2时,n可取1, 2, . . . , 7;当a = 3时,n可取1, 2, 3, 4;当a = 4时,n可取1, 2, 3; 当a = 5, 6时,n可取1, 2;

当a = 7, 8, . . . , 14时,n = 1.

由am + 1|an + 203可知,解为(2,2,1),(2,3,2)和(5,2,1).

(2)n = m时,am + 1|202.由于202仅有1,2,101,202四个约数,而a > 2,m > 2,只有am = 100,解为(10,2,2).

(3)n > m时,由am + 1|203(am + 1),有am + 1|an + 203− 203(am + 1),即am + 1|am(an−m − 203).

又因为gcd(am + 1, am) = 1,所以am + 1|an−m − 203.

(i)若an−m < 203,则令n−m = s > 1,有am + 1|203− as.所以203− as > am + 1,

有202 > as + am > am + a = a(am−1 + 1) > a(a + 1),所以2 6 a 6 13.

类似(1)的讨论,可知(a,m, s)的解为:(2,2,3),(2,6,3),(2,4,4),(2,3,5),(2,2,7),(3,2,1),(4,2,2),(5,2,3),(8,2,1).

所以(a,m, n)为:(2,2,5),(2,6,9),(2,4,8),(2,3,8),(2,2,9),(3,2,3),(4,2,4),(5,2,5),(8,2,3).

(ii)an−m = 203时,则a = 203, n−m = 1,即解为(203,m, m + 1),m > 2.

(iii)an−m > 203时,令n−m = s > 1,则am + 1|as − 203.

又as−203 > am +1,则s > m,由am +1|as−203+203(am +1) = am(as−m +203) = am(an−2m +203),

又因为gcd(am + 1, am) = 1,所以am + 1|an−2m + 203.

又因为s > m ⇔ n − m > m ⇔ n > 2m ⇔ n − 2m > 0.此时的解只能由前面的解派生出来,即

由(a,m, n) → (a,m, n+2m) → · · · → (a,m, n+2km),并且每一个派生出来的解都满足am+1|an+203.

综上所述,所有解(a,m, n)为:

(2, 2, 4k + 1), (2, 3, 6k + 2), (2, 4, 8k + 8), (2, 6, 12k + 9), (3, 2, 4k + 3),

(4, 2, 4k + 4), (5, 2, 4k + 1), (8, 2, 4k + 3), (10, 2, 4k + 2), (203,m, (2k + 1)m + 1),

其中k为任意非负整数,且m > 2为整数.

5.某公司需要录用一名秘书,共有10人报名, 公司经理决定按照求职报名的顺序逐个面试,前三个人面试

后一定不录用. 自第4个人开始将他与前面面试过的人比较, 如果他的能力超过了前面所有已面试过的

人, 就录用他;否则就不录用,继续面试下一个. 如果前9个人都不录用,那么就录用最后一个面试的人.

假定这10个人的能力各不相同,可以按能力由强到弱排为第1,第2,. . .,第10. 显然该公司到底录用到哪一

个人,与这10个人报名的顺序有关. 大家知道,这样的排列共有10!种. 我们以Ak表示能力第k的人能够被

录用的不同报名顺序的数目, 以表示他被录用的可能性.

证明:在该公司经理的方针下,有

(1)A1 > A2 > · · · > A8 = A9 = A10;

(2)该公司有超过70%的可能性录用到能力最强的3个人之一, 而只有不超过10%的可能性录用到能力最

弱的3个人之一.

证明:将前3个面试者中能力最强的排名名次记为a.显然a 6 8. 将此时能力排名第k的人被选上的排列

集合记作Ak(a),相应的排列数目记作|Ak(a)|.在以下过程中,“:=”表示“记为”.

(1)显然,a = 1时,必然录取最后一个面试的人,此时除能力第1的人之外,各人机会均等,不难知道

|Ak(1)| = 3× 8! := r1, k = 2, 3, . . . , 10.

当2 6 a 6 8时,对于a 6 k 6 10,能力排名的k的人无录用机会.对于1 6 k < a,此时机会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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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此时能力排名第a的人排在前三个,有3种选择位置.而能力排名1到a − 1的人都排在后7个位置

上, 并且谁位于他们之首谁就被录用,有排法
(

7
a−1

)
(a − 2)!种,其余10 − a人可以在剩下的位置上任意排

列,有(10− a)!种排法.故有

|Ak(a)| =




3
(

7
a−1

)
(a− 2)!(10− a)! := ra, k = 1, . . . , a− 1

0, k = a, . . . , 10.

上述结果表明:

A8 = A9 = A10 = r1 = 3× 8! > 0;

Ak = r1 + rk+1 + · · ·+ r8, k = 2, . . . , 7;

A1 = r2 + r3 + · · ·+ r8.

显然A2 > A3 > · · · > A8 = A9 = A10 > 0.而A1 −A2 = r2 − r1 = 3× 7× 8!− 3× 8! > 0.

综上所述,问题(1)获证.

(2)由(1)可知
A8 + A9 + A10

10!
=

3r1

10!
=

3× 3× 8!
10!

= 10%

所以,录用到能力最弱的三人之一的可能性等于10%.

并且

A1 =
8∑

a=2

ra =
8∑

a=2

3
(

7
a− 1

)
(a− 2)!(10− a)!

= 3× 7!
8∑

a=2

(9− a)(10− a)
a− 1

= 3× 7!×
(

56 + 21 + 10 + 5 +
12
5

+ 1 +
2
7

)

= 3× 7!× 95
24
35

> 3× 7!× 95
2
3

= 287× 7!

A2 = r1 +
8∑

a=3

ra

= 3× 8! + 3× 7!×
(

21 + 10 + 5 +
12
5

+ 1 +
2
7

)

= 3× 7!× 47
24
35

> 3× 7!× 47
2
3

= 143× 7!

A3 = r1 +
8∑

a=4

ra

= 3× 8! + 3× 7!×
(

10 + 5 +
12
5

+ 1 +
2
7

)

= 3× 7!× 26
24
35

> 3× 7!× 26
2
3

= 80× 7!

所以
A1 + A2 + A3

10!
>

287 + 143 + 80
720

=
17
24

> 70%.

即录用到能力最强的三人之一的可能性大于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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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设a, b, c, d为正实数,满足ab + cd = 1; 点Pi(xi, yi)(i = 1, 2, 3, 4)是以原点为圆心的单位圆上的四个点.

求证:
(ay1 + by2 + cy3 + dy4)2 + (ax4 + bx3 + cx2 + dx1)2 6 2(

a2 + b2

ab
+

c2 + d2

cd
).

证明:
∵ (ab + cd)(

a2 + b2

ab
+

c2 + d2

cd
) = a2 + b2 + c2 + d2 +

abc

d
+

abd

c
+

acd

b
+

bcd

a

是关于a, b, c, d对称的式子,

∴ (ab + cd)(
a2 + b2

ab
+

c2 + d2

cd
) = (ad + bc)(

a2 + d2

ad
+

b2 + c2

bc
)

由Cauchy不等式
(ay1 + by2 + cy3 + dy4)2 6 (ad + bc)(

(ay1 + dy4)2

ad
+

(by2 + cy3)2

bc
)

(ax4 + bx3 + cx2 + dx1)2 6 (ad + bc)(
(ax4 + dx1)2

ad
+

(bx3 + cx2)2

bc
)

(ay1 + dy4)2 6 (a2 + d2)(y2
1 + y2

4), (ax4 + dx1)2 6 (a2 + d2)(x2
4 + x2

1)

(by2 + cy3)2 6 (b2 + c2)(y2
2 + y2

3), (bx3 + cx2)2 6 (b2 + c2)(x2
3 + x2

2)

而x2
i + y2

i = 1(i = 1, 2, 3, 4), ab + cd = 1.所以

(ay1 + by2 + cy3 + dy4)2 + (ax4 + bx3 + cx2 + dx1)2

6 (ad + bc)(
2(a2 + d2)

ad
+

2(b2 + c2)
bc

)

= 2(ad + bc)(
a2 + d2

ad
+

b2 + c2

bc
)

= 2(ab + cd)(
a2 + b2

ab
+

c2 + d2

cd
)

= 2(
a2 + b2

ab
+

c2 + d2

c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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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2004年)
澳门 教育暨青年局

1.凸四边形EFGH的顶点E, F,G, H分别在凸四边形ABCD的边AB,BC, CD, DA上, 满足AE
EB · BF

FC ·
CG
GD · DH

HA = 1, 而点A,B, C, D分别在凸四边形E1F1G1H1的边E1F1,F1G1, G1H1,H1E1上,满足E1F1 ‖
EF, F1G1 ‖ FG, G1H1 ‖ GH, H1E1 ‖ HE.

已知E1A
AH1

= λ,求 F1C
CG1
的值.

解:(1)若EF ‖ AC,则BE
EA = BF

FC .

代入已知条件,可以得到DH
HA = DG

GC ,所以HG ‖ AC,从而E1F1 ‖ AC ‖ H1G1,故 F1C
CG1

= E1A
AH1

= λ.

(2)若EF与AC不平行,设FE的延长线与CA的延长线相交于点T ,则由Menelaus定理得

CF

FB
· BE

EA
· AT

TC
= 1

结合题设有 CG

GD
· DH

HA
· AT

TC
= 1

由Menelaus定理逆定理可以知道,T, H, G三点共线,设TF, TG与E1H1分别交于点M, N .

由E1B ‖ EF ,得E1A = BA
EA ·AM ,同理H1A = AD

AH ·AN ,所以

E1A

H1A
=

AM

AN
· AB

AE
· AH

AD

又因为 EQ

QH
=

S4AEC

S4AHC
=

S4ABC ·AE ·AD

S4ADC ·AB ·AH

所以 E1A

AH1
=

EQ

QH
· AB

AE
· AH

AD
=

S4ABC

S4ADC

同理 F1C

CG1
=

S4ABC

S4ADC

所以 F1C
CG1

= E1A
AH1

= λ.

2.已知正整数c,设数列x1, x2, . . .满足:

x1 = c, xn = xn−1 +
[
2xn−1 − (n + 2)

n

]
+ 1(n = 2, 3, . . .)

其中[x]表示不大于x的最大整数.求数列{xn}的通项公式.

解:显然当n > 2时

xn = xn−1 +
[
2(xn−1 − 1)

n

]

令an = xn − 1,则a1 = c− 1,

an = an−1 +
[
2an−1

n

]
=

[
n + 2

n
an−1

]
n = 2, 3, . . . (1)

设un = A (n+1)(n+2)
2 , n = 1, 2, . . . ,其中A为非负整数.由于当n 6 2时,有

[
n + 2

n
un−1

]
=

[
A

n + 2
2n

n(n + 1)
]

= A
(n + 1)(n + 2)

2
=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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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数列{un}满足(1).

设yn = n, n = 1, 2, . . ..当n 6 2时,有
[
n + 2

n
yn−1

]
=

[
(n + 2)(n− 1)

n

]
=

[
n + 1− 2

n

]
= n = yn

所以数列{yn}满足(1).

设zn =
[

(n+2)2

4

]
, n = 1, 2, . . ..当n = 2m(m > 1)时,有

[
n + 2

n
zn−1

]
=

[
m + 1

m

[
(2m + 1)2

4

]]
=

[
m + 1

m
m(m + 1)

]
= (m + 1)2 = zn

当n = 2m + 1(m > 1)时,有
[
n + 2

n
zn−1

]
=

[
2m + 3
2m + 1

[
(2m + 2)2

4

]]
=

[
2m + 3
2m + 1

(m + 1)2
]

= (m + 1)(m + 2) = zn

所以数列{zn}满足(1).

对于任意非负整数A,令vn = un + yn = A (n+1)(n+2)
2 + n, wn = un + zn = A (n+1)(n+2)

2 +
[

(n+2)2

4

]
, n =

1, 2, . . ., 显然{vn}, {wn}都满足(1).

由于u1 = 3A, y1 = 1, z1 = 2,所以当3|a1时,an = a1
6 (n + 1)(n + 2); 当a1 ≡ 1 (mod 3)时,an = a1−1

6 (n +

1)(n + 2) + n; 当a1 ≡ 2 (mod 3)时,an = a1−2
6 (n + 1)(n + 2) +

[
(n+2)2

4

]
. 综上可得

xn = c−1
6 (n + 1)(n + 2) + 1, 当c ≡ 1 (mod 3),

xn = c−2
6 (n + 1)(n + 2) + n + 1, 当c ≡ 2 (mod 3),

xn = c−3
6 (n + 1)(n + 2) +

[
(n+2)2

4

]
+ 1, 当c ≡ 0 (mod 3).

3.设M是平面上n个点组成的集合,满足:

(1)M中存在7个点,是一个凸七边形的7个顶点;

(2)M中任意5个点,若这5个点是一个凸五边形的5个顶点,则此凸五边形内部至少含有M中的一个点.

求n的最小值.

解:先证n > 11.

设顶点在M中的一个凸七边形为A1A2A3A4A5A6A7,连A1A5,由条件(2)知,在凸五边形A1A2A3A4A5中

至少有M中的一个点,记为P1;连P1A1, P1A5, 则在凸五边形A1P1A5A6A7内部至少有M中的一个点,记

为P2,且P2异于P1; 连直线P1P2,A1, A2, . . . , A7至少有5个点不在直线P1P2上,有抽屉原则知, 在直

线P1P2的某一侧必有其中3个顶点,这3个顶点与点P1, P2构成的凸五边形内至少含有M中的一个点P3,

并且P3异于P1, P2.

再作直线P1P3, P2P3,令直线P1P2对应区域为π3:它是以直线P1P2为边界且在三角形P1P2P3异侧的一个

半平面 (不含直线P1P2),类似定义区域π1, π2.这样3个区域π1, π2, π3覆盖了平面上除三角形P1P2P3之外

的所有点. 由抽屉原则,A1, A2, . . . , A7中必有3个在同一区域内,不妨设为π3. 这三个点与P1, P2构成的

凸五边形内至少含有M中的一个点P4,并且P4异于P1, P2, P3.所以n > 11.

构造一个例子,在Oxy平面上,取整点A1(0, 1), A2(1, 3), A3(2, 3), A4(3, 2), A5(3, 1), A6(2, 0), A7(1, 0)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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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个凸七边形,再加上其内部的所有四个整点(1,1),(1,2),(2,1),(2,2)构成点集M ,显然满足条件(1).

下面证明M也满足条件(2),若不然,假设存在一个整点凸五边形,其内部不含整点, 显然所有整点多边

形的面积均是 1
2的整数倍.必存在一个面积最小的内部不含整点的整点凸五边形ABCDE. 考虑顶

点坐标的奇偶性,只有四种情况:(奇,偶)(偶,奇)(偶,偶)(奇,奇).从而这五个顶点中必有两个顶点的坐标

奇偶性完全相同, 于是它们连线中点P也是整点,又因为它不在五边形内部,必然在某条边上,不妨设

在AB上,则P为AB中点,连PE, 则PBCDE是面积更小的内部不含整点的整点凸五边形,矛盾.

综上所述,n的最小值为11.

4.给定实数a和正整数n,求证:

(1)存在唯一的实数数列x0, x1, . . . , xn+1满足:

x0 = xn+1 = 0,

1
2
(xi+1 + xi−1) = xi + x3

i − a3(i = 1, 2, . . . , n)

(2)(1)中的数列x0, x1, . . . , xn+1满足|xi| 6 |a|.
解:(1)存在性:由xi+1 = 2xi + 2x3

i − 2a3 − xi−1, i = 1, 2, . . . , n,及x0 = 0, 我们知道xi是x1的3i−1次实系

数多项式,从而xn+1为x1的3n次实系数多项式, 由3n为奇数,故存在x1,使得xn+1 = 0,由此x1及x0 = 0即

可求出xi, 如此得到的数列x0, x1, . . . , xn+1满足题设条件.

唯一性:设w0, w1, . . . , wn+1以及v0, v1, . . . , vn+1为满足条件的两个数列,则
1
2 (wi+1 + wi−1) = wi + w3

i − a3, 1
2 (vi+1 + vi−1) = vi + v3

i − a3.

所以 1
2 (wi+1 − vi+1 + wi−1 − vi−1) = (wi − vi)(1 + w2

i + wivi + v2
i ).

设|wi0 − vi0 |最大,则

|wi0 − vi0 | 6 |wi0 − vi0 |(1 + w2
i0 + wi0vi0 + v2

i0) 6 1
2
|wi0+1 − vi0+1|+ 1

2
|wi0−1 − vi0−1| 6 |wi0 − vi0 |

从而|wi0 − vi0 | = 0或者1 + w2
i0

+ wi0vi0 + v2
i0

= 1,

由后一种情况可以推出w2
i0

+ v2
i0

+ (wi0 + vi0)
2 = 0,wi0 = vi0 = 0.

所以总有|wi0 − vi0 | = 0,再由|wi0 − vi0 |最大,

所以所有|wi − vi| = 0,即wi = vi, i = 1, 2, . . . , n.唯一性得证.

(2)设|xi0 |最大,则

|xi0 |+ |xi0 |3 = |xi0 |(1 + x2
i0) = |1

2
(xi0+1 + xi0−1) + a3| 6 1

2
|xi0+1|+ 1

2
|xi0−1|+ |a|3 6 |xi0 |+ |a|3

因此|xi0 | 6 |a|,所以|xi| 6 |a|, i = 0, 1, 2 . . . , n + 1.

5. 给定正整数n > 2,设正整数ai(i = 1, 2, . . . , n)满足:a1 < a2 < · · · < an以及
n∑

i=1

1
ai

6 1.求证:对任意

实数x,有 (
n∑

i=1

1
a2

i + x2

)2

6 1
2
· 1
a1(a1 − 1) +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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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当x2 > a1(a1 − 1)时,由
n∑

i=1

1
ai

6 1,可得

(
n∑

i=1

1
a2

i + x2

)2

6
(

n∑

i=1

1
2ai|x|

)2

=
1

4x2

(
n∑

i=1

1
ai

)2

6 1
4x2

6 1
2
· 1
a1(a1 − 1) + x2

当x2 < a1(a1 − 1)时,由Cauchy不等式,

(
n∑

i=1

1
a2

i + x2

)2

6
(

n∑

i=1

1
ai

)(
n∑

i=1

ai

(a2
i + x2)2

)
6

n∑

i=1

ai

(a2
i + x2)2

对于正整数a1 < a2 < · · · < an,有ai+1 > ai + 1, i = 1, 2, . . . , n− 1,并且

2ai

(a2
i + x2)2

6 2ai(
a2

i + x2 + 1
4

)2 − a2
i

=
2ai((

ai − 1
2

)2 + x2
)((

ai + 1
2

)2 + x2
)

=
1((

ai − 1
2

)2 + x2
) − 1((

ai + 1
2

)2 + x2
)

6 1((
ai − 1

2

)2 + x2
) − 1((

ai+1 − 1
2

)2 + x2
) , i = 1, 2, . . . , n− 1

所以 n∑

i=1

ai

(a2
i + x2)2

6 1
2

n∑

i=1


 1((

ai − 1
2

)2 + x2
) − 1((

ai+1 − 1
2

)2 + x2
)




6 1
2
· 1(

a1 − 1
2

)2 + x2

6 1
2
· 1
a1(a1 − 1) + x2

6.证明:除了有限个正整数外,其他的正整数n均可表示为2004个正整数之和 n = a1 + a2 + · · ·+ a2004,且

满足:1 6 a1 < a2 < · · · < a2004, ai|ai+1 (i = 1, 2, . . . , 2003)

解:将证明如下更一般的结论:

对任给的正整数r > 2,总存在N(r),当n > N(r)时,存在正整数a1, a2, . . . , ar,使得n = a1 + a2 + . . . + ar,

1 6 a1 < a2 < · · · < ar,ai|ai+1, i = 1, 2, . . . , r − 1.

当r = 2时,有n = 1 + n− 1,取N(2) = 3即可.

假设当r = k时,结论成立,当r = k + 1时,取N(k + 1) = 4N(k)3.

设n = 2α(2l + 1),如果n > N(k + 1) = 4N(k)3,则2α > 2N(k)2或者2l + 1 > 2N(k).

若2α > 2N(k)2,则存在正偶数2t 6 α,使22t > N(k)2.

此时2t + 1 > N(k),由归纳假设存在正整数b1, b2, . . . , bk,使得2t + 1 = b1 + b2 + · · ·+ bk,

其中1 6 b1 < · · · < bk, bi|bi+1, i = 1, . . . , k − 1.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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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α = 2α−2t · 22t = 2α−2t[1 + (2t − 1)(2t + 1)]

= 2α−2t + 2α−2t(2t − 1)b1 + 2α−2t(2t − 1)b2 + · · ·+ 2α−2t(2t − 1)bk

n = 2α−2t(2l + 1) + 2α−2t(2t − 1)b1(2l + 1) + 2α−2t(2t − 1)b2(2l + 1) + · · ·
+2α−2t(2t − 1)bk(2l + 1)

若2l + 1 > 2N(k),则l > N(k),由归纳假设存在实数c1, c2, . . . , ck,使得l = c1 + c2 + · · ·+ ck,

其中1 6 c1 < · · · < ck, ci|ci+1, i = 1, . . . , k − 1.

因此n = 2α + 2α+1c1 + 2α+1c2 + · · ·+ 2α+1cn.满足要求.

由归纳法知上述一般结论对所有的r > 2成立.令r = 2004,显然有原命题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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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2005年)
郑州 郑州外国语学校

1.设θi ∈ (−π
2 , π

2 ), i = 1, 2, 3, 4. 证明:存在x ∈ R,使得如下两个不等式

cos2 θ1 cos2 θ2 − (sin θ1 sin θ2 − x)2 > 0

cos2 θ3 cos2 θ4 − (sin θ3 sin θ4 − x)2 > 0

同时成立的充要条件是:
4∑

i=1

sin2 θi 6 2(1 +
4∏

i=1

sin θi +
4∏

i=1

cos θi). (1)

证明:显然所给的两个不等式分别等价于

sin θ1 sin θ2 − cos θ1 cos θ2 6 x 6 sin θ1 sin θ2 + cos θ1 cos θ2 (2)

sin θ3 sin θ4 − cos θ3 cos θ4 6 x 6 sin θ3 sin θ4 + cos θ3 cos θ4 (3)

不难知道,存在x ∈ R,使得(2)(3)同时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为

sin θ1 sin θ2 + cos θ1 cos θ2 − sin θ3 sin θ4 + cos θ3 cos θ4 > 0 (4)

sin θ3 sin θ4 + cos θ3 cos θ4 − sin θ1 sin θ2 + cos θ1 cos θ2 > 0 (5)

另一方面,利用sin2 α = 1− cos2 α,可将(1)化为

cos2 θ1 cos2 θ2 + 2 cos θ1 cos θ2 cos θ3 cos θ4 + cos2 θ3 cos2 θ4

− sin2 θ1 sin2 θ2 + 2 sin θ1 sin θ2 sin θ3 sin θ4 − sin2 θ3 sin2 θ4 > 0

即

(cos θ1 cos θ2 + cos θ3 cos θ4)2 − (sin θ1 sin θ2 − sin θ3 sin θ4)2 > 0

亦即

(sin θ1 sin θ2 + cos θ1 cos θ2 − sin θ3 sin θ4 + cos θ3 cos θ4)

·(sin θ3 sin θ4 + cos θ3 cos θ4 − sin θ1 sin θ2 + cos θ1 cos θ2) > 0 (6)

当存在x ∈ R,使得(2)(3)同时成立时,由(4)(5)即可推出(6),从而(1)成立.

反之,若(1)成立,即(6)成立,如果(4)(5)不成立,必有

sin θ1 sin θ2 + cos θ1 cos θ2 − sin θ3 sin θ4 + cos θ3 cos θ4 < 0

sin θ3 sin θ4 + cos θ3 cos θ4 − sin θ1 sin θ2 + cos θ1 cos θ2 < 0

两式相加,得到2(cos θ1 cos θ2 + cos θ3 cos θ4) < 0.

这与θi ∈ (−π
2 , π

2 ), i = 1, 2, 3, 4 矛盾,所以必有(4)(5)成立,因此存在x ∈ R,使得(2)(3)同时成立,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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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圆与4ABC的三边BC,CA,AB的交点依次为D1, D2;E1, E2;F1, F2. 线段D1E1与D2F2交于点L,

线段E1F1与E2D2交于点M , 线段F1D1与F2E2交于点N , 证明:AL,BM,CN三线共点.

证明:自点L作AB和AC的垂线,垂足分别为L′, L′′.记∠LAB = α1,∠LAC = α2,∠LF2A = α3,∠LE1A =

α4.则有
sinα1

sinα2
=

LL′

LL′′
=

LF2 sinα3

LE1 sinα4

连接D1F2, D2E1,由4LD1F2 v 4LD2E1,得
LF2

LE1
=

D1F2

D2E1
.

连接D2F1, D1E2,由正弦定理得
sinα3

sinα4
=

D2F1

D1E2
.

所以
sinα1

sinα2
=

D1F2

D2E1
· D2F1

D1E2

同理,记∠MBC = β1,∠MBA = β2,∠NCA = γ1,∠NCB = γ2,可得

sinβ1

sinβ2
=

E1D2

E2F1
· E2D1

E1F2

sin γ1

sin γ2
=

F1E2

F2D1
· F2E1

F1D2

三式相乘,得
sinα1

sinα2
· sinβ1

sinβ2
· sin γ1

sin γ2
= 1

由Ceva定理逆定理的角元形式,AL,BM,CN三线共点.

3.如图所示,圆形的水池被分割为2n(n > 5)“格子”. 我们把有公共隔墙(公共边或公共弧)的格子称为

相邻的, 从而每个格子都有三个邻格.

水池中一共跳入了4n + 1只青蛙,青蛙难于安静共处, 只要某个格子中有不少于3只青蛙, 那么迟早一定

会有其中3只分别同时跳往三个不同邻格.

证明:只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青蛙便会在水池中大致分布均匀.

注:所谓大致分布均匀,就是任取其中一个格子, 或者它里面有青蛙, 或者它的三个邻格里都有青蛙.

证明:我们把一个格子中出现一次3只青蛙同时分别跳向三个邻格的事件称为该格子发生一次爆发. 而

把一个格子或者是它里面有青蛙,或者是它的三个相邻的格子里面都有青蛙,称为该格子处于平衡状态.

容易看出,一个格子只要一旦有青蛙跳入,那么它就一直处于平衡状态.事实上,只要不爆发,那么该格子

中的青蛙不会动, 它当然处于平衡状态;而如果发生爆发,那么它的三个邻格中就都有青蛙,并且只要三

个邻格都不爆发,它就一直处于平衡状态; 而不论哪个邻格发生爆发,都会有青蛙跳到它里面,它也一直

处于平衡状态.

这样一来,为了证明题中断言,我们就只要证明:任何一个格子都迟早会有青蛙跳入.

任取一个格子,把它称为格A,把它所在的扇形称为1号扇形,把该扇形中另一个格子称为格B,我们要证明

格A中迟早会有青蛙跳入.

按顺时针方向依次将其余扇形接着编为2至n号.首先证明1号扇形中迟早会有青蛙跳入.假设1号扇形

中永无青蛙到来, 那么就不会有青蛙越过1号扇形与n号扇形之间的隔墙.我们来考察青蛙所在的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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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号的平方和,由于没有青蛙进入1号扇形 所以只能是有3只青蛙由某个k(3 6 k 6 n)号扇形分别跳

入k − 1, k和k + 1号扇形各一只.因此平方和的变化量为(k − 1)2 + k2 + (k + 1)2 − 3k2 = 2. 即增加2.一

方面,由于青蛙的跳动不会停止(因为总有一个格子里有不少于3只青蛙),所以平方和的增加趋势不会停

止; 但是另一方面,青蛙所在扇形的标号的平方和不可能永无止境的增加下去(不会大于(4n + 1)n2),由

此产生矛盾, 所以迟早会有青蛙越过1号扇形与n号扇形之间的隔墙,进入1号扇形.

我们再来证明1号扇形迟早会有3只青蛙跳入,如果1号扇形中至多有两只青蛙跳入,那么它们都不会跳

走, 并且自始至终上述平方和至多有两次变少(只能在两只青蛙越过1号扇形与n号扇形之间的隔墙时变

小), 以后便一直持续不断的上升,从而又重蹈刚才的矛盾,所以1号扇形中迟早会有三只青蛙跳入.

如果这3只青蛙中有位于格A的,那么格A中已经有青蛙跳入;如果这3只青蛙全都位于格B,那么格B会发

生爆发,从而有青蛙跳入格A.

4.已知数列{an}满足条件a1 =
21
16

,及

2an − 3an−1 =
3

2n+1
, n > 2.

设m为正整数,m > 2.证明:当n 6 m时,有

(
an +

3
2n+3

) 1
m (

m−
(

2
3

)n(m−1)
m )

<
m2 − 1

m− n + 1
.

证明:令bn = an +
3

2n+3
.则

2
(

bn − 3
2n+3

)
− 3

(
bn−1 − 3

2n+2

)
=

3
2n+1

所以bn =
3
2
bn−1.而b1 =

3
2
,所以bn =

(
3
2

)n

.

所以只需证明: (
3
2

) n
m (

m−
(

2
3

)n(m−1)
m )

<
m2 − 1

m− n + 1
.

即只需证明 (
1− n

m + 1

)(
3
2

) n
m (

m−
(

2
3

)n(m−1)
m )

< m− 1

由Bernoulli不等式:

1− n

m + 1
<

(
1− 1

m + 1

)n

所以 (
1− n

m + 1

)m

<

(
1− 1

m + 1

)mn

=
(

m

m + 1

)mn

=
[

1
(1 + 1

m )m

]n

由于m > 2,根据二项式定理可得
(

1 +
1
m

)m

> 1 +
(

m

1

)
1
m

+
(

m

2

)
1

m2
=

5
2
− 1

2m
> 9

4

所以 (
1− n

m + 1

)m

<

(
4
9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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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

m + 1
<

(
2
3

) 2n
m

所以只需证明 (
2
3

) 2n
m

(
3
2

) n
m (

m−
(

2
3

)n(m−1)
m )

< m− 1

即 (
2
3

) n
m (

m−
(

2
3

)n(m−1)
m )

< m− 1

记t =
(

2
3

) n
m ,则0 < t < 1,只需证明t(m− tm−1) < m− 1.

即(t− 1)[m− (tm−1 + tm−2 + · · ·+ 1)] < 0,此不等式显然成立,从而原不等式成立.

5.在面积为1的矩形ABCD中(包括边界)有5个点, 其中任意三点不共线.求以这5个点为顶点的所有三

角形中, 面积不大于
1
4
的三角形的个数的最小值.

解:本题证明需要用到如下的常用结论,我们将其作为一个引理:矩形内任意一个三角形的面积不大于矩

形面积的一半.

在矩形ABCD中,如果某三点构成的三角形的面积不大于
1
4
,就称它们为一个好的三点组,简称为好组.

记AB,CD,BC, AD的中点分别为E, F,H, G,线段EF与GH的交点记为O.线段EF和GH将矩形ABCD

分成四个小矩形, 从而一定存在一个小矩形,不妨设为AEOG,其中(包括边界,下同)至少有所给5个点中

的两个点,设点M, N在矩形AEOG中.

(1)如果矩形OHCF中有不多于1个已知点,考察不在矩形OHCF中的任意一个不同于M和N的已知

点X,显然, 三点组(M, N, X)或者在矩形ABGH中,或者在矩形AEFD中.由引理可知(M, N, X)是好组,

由于这样的点至少有两个,所以至少存在两个好组.

(2)如果矩形OHCF中有至少2个已知点,不妨设点P, Q都在矩形OHCF中,考察剩下来的最后一个已知

点R. 如果R在矩形OFDG中,则三点组(M, N, R)在矩形AEFD中,三点组(P, Q, R)在矩形GHCD中,从

而它们都是好组, 于是至少有两个好组.同理,如果点R在矩形EBHO中,同样至少有两个好组.

如果点R在矩形EBHO或者AEOG中,不妨设在矩形EBHO中,考察5个点M, N, P,Q, R的凸包,它一定

在凸六边形AEHCFG中.

而SAEHCFG = SABCD − SDFG − SBEH = 1− 1
8
− 1

8
=

3
4
.

再分三种情况讨论:

(i)M, N, P,Q, R的凸包为五边形,不妨设为MNPQR,此时SMQR + SMNQ + SNPQ 6 3
4
,

从而(M, Q,R),(M, N, Q),(N, P, Q)中至少有一个为好组,又由于(P, Q, R)在矩形OHCF中,当然是好

组,所以至少有两个好组.

(ii)M, N, P,Q, R的凸包为四边形,不妨设为A1A2A3A4,另一点为A5.

则SA1A2A5 + SA2A3A5 + SA3A4A5 + SA4A1A5 = SA1A2A3A4 6 3
4
,

从而(A1, A2, A5), (A2, A3, A5), (A3, A4, A5), (A4, A1, A5)中至少有两个好组.

(iii)M, N, P,Q, R的凸包为三角形,不妨设为A1A2A3,另两个点为A4, A5.

则SA1A2A4 + SA2A3A4 + SA3A1A4 = SA1A2A3 6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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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A1, A2, A4), (A2, A3, A4), (A3, A1, A4)中至少有一个好组,

同理,(A1, A2, A5), (A2, A3, A5), (A3, A1, A5)中至少有一个好组,此时也至少有两个好组.

综上所述,不论何种情况,在5个已知点中至少有2个好组.

下面给出一个例子说明好组的数目可以只有两个.在矩形ABCD中,M, N分别在边AD, AB上,使

得AN : NB = AM : MD = 2 : 3, 则在M, N, B, C,D这5个点中恰好有两个好组.

事实上,我们可以求得SBCD = SBCM = SCDN =
1
2

>
1
4
,

SMCD = SMDB = SNCB = SNBD =
3
10

>
1
4
.

SMNC = SABCD − SNCB − SDMC − SAMN = 1− 3
10
− 3

10
− 2

25
=

8
25

>
1
4
.

所以只有两个好组(M, N, B), (M, N, D).

故面积不大于
1
4
的三角形的个数的最小值为2.

6.求方程

2x · 3y − 5z · 7w = 1

的所有非负整数解(x, y, z, w).

解:由5z · 7w + 1为偶数,知x > 1.

(1)若y = 0,此时2x − 5z · 7w = 1.

若z 6= 0,则2x ≡ 1 (mod 5),由此可得4|x.因此3|2x − 1,这与2x − 5z · 7w = 1矛盾.

若z = 0,则2x − 7w = 1.

当x = 1, 2, 3时,直接计算可得两组解(x,w) = (1, 0)(3, 1).

当x > 4时,有7w ≡ −1 (mod 16),但是72k ≡ 1 (mod 16), 72k+1 ≡ 7 (mod 16),显然不可能.

所以当y = 0时,全部非负实数解为(x, y, z, w) = (1, 0, 0, 0), (3, 0, 0, 1).

(2)若y > 0, x = 1,则2 · 3y − 5x · 7w = 1.

因此−5z · 7w ≡ 1 (mod 3),所以(−1)z ≡ −1 (mod 3),z为奇数.

所以2 · 3y ≡ 1 (mod 5),由此可得y ≡ 1 (mod 4).

当w 6= 0时,有2 · 3y ≡ 1 (mod 7),由此可得y ≡ 4 (mod 6),与y ≡ 1 (mod 4)矛盾.

所以w = 0,于是2 · 3y − 5z = 1.

当y = 1时,z = 1.当y > 2时,5z ≡ −1 (mod 9),由此可知z ≡ 3 (mod 6),因此53 + 1|5z + 1.

所以7|5z + 1,这与5z + 1 = 2 · 3y矛盾.

故y > 0, x = 1时所有非负整数解为(x, y, z, w) = (1, 1, 1, 0).

(3)若y > 0, x > 2,此时5z · 7w ≡ −1 (mod 4), 5z · 7w ≡ −1 (mod 3).

即(−1)w ≡ −1 (mod 4), (−1)z ≡ −1 (mod 3).

因此z, w都是奇数,从而2x · 3y = 5z · 7w + 1 ≡ 35 + 1 ≡ 4 (mod 8).

所以x = 2,原方程变为4 · 3y − 5z · 7w = 1,z, w都是奇数.

由此可知4 · 3y ≡ 1 (mod 5), 4 · 3y ≡ 1 (mod 7),

从上面两式可以得到y ≡ 2 (mo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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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y = 12m + 2,(m > 0)于是5z · 7w = 4 · 3y − 1 = (2 · 36m+1 − 1)(2 · 36m+1 + 1).

所以2 · 36m+1 − 1 = 5p · 7q(p, q为非负实数).

化为(2)的情况,必有p = 1, q = 0, 2 · 36m+1 − 1 = 5,m = 0, y = 2.

此时有5z · 7w = 5(5 + 2) = 35,所以z = w = 1.

故y > 0, x > 2时所有非负整数解为(x, y, z, w) = (2, 2, 1, 1).

综上所述,所求的非负整数解为(x, y, z, w) = (1, 0, 0, 0), (3, 0, 0, 1), (1, 1, 1, 0), (2,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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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中国数学奥林匹克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学生数学冬令营）

第一天

福州  1 月 12 日 上午 8∶00～12∶30  每题 21 分 

一、 实数 满足1 2, , , na a aL 1 2 0na a a+ + + =L ，求证： 

( )
1

22
11 1

max ( )
3

n

k ik n i

na a
−

+≤ ≤
=

≤ −∑ ia

1

k

a a d+ = − 2 1 1 1, ,k k k k n k k k na a d d a a d d d+ + + −= − − = − − − −L L

1

．

证明  只需对任意1 ，证明不等式成立即可． k n≤ ≤

记 ，则 1, 1, 2, ,k k kd a a k n+= − = −L

ka a= ， 

1k k k ， ，

1 1 2 1 2 1 1 2, , ,k k k k k k k k k ka a d a a d d a a d d d− − − − − − −= + = + + = + + + +L L ，

1 2 0na a a+ + + =L把上面这 n 个等式相加，并利用 可得

1 1 1 2 1( ) ( 1) ( 1) ( 2)k k k n k kna n k d n k d d k d k d d+ − − −− − − − − − − + − + − + + =L L 0

1

2 ⎞
⎟
⎠

．

由 Cauchy 不等式可得 

( )22
1 1 1 2( ) ( ) ( 1) ( 1) ( 2)k k k n k kna n k d n k d d k d k d d+ − − −= − + − − + + − − − − − −L L

1 1
2 2

1 1 1

k n k n

i
i i i

i i d
− − −

= = =

⎛ ⎞⎛≤ +⎜ ⎟⎜
⎝ ⎠⎝
∑ ∑ ∑

1 1 1
2 2

1 1 1

( 1)(2 1)
6

n n n

i i
i i i

n n ni d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3 1
2

13

n

i
i

n d
−

=

⎛ ⎞≤ ⎜ ⎟
⎝ ⎠
∑ ，

( )
1

22
1

13

n

k i
i

na a a
−

+
=

≤ −∑所以 i ． 



20051 2

2 3 2006

, , , aa a
a a a

L二、正整数 （可以有相同的）使得1 2 2006, , ,a a aL 两

两不相等．问： 中最少有多少个不同的数？ 1 2 2006, , ,a a aL

解  答案： 中最少有 46 个互不相同的数． 1 2 2006, , ,a a aL

由于 45 个互不相同的正整数两两比值至多有 45×44＋1＝1981 个，故

中互不相同的数大于 45． 1 2 2006, , ,a a aL

下面构造一个例子，说明 46 是可以取到的． 

设 为 46 个互不相同的素数，构造 如下： 1 2 4, , ,p p pL 1 2 2006, , ,a a aL6

1 1 2 1 3 2 3 1 4 3 4 2 4 1, , , , , , , , , , , , ,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L ， 

1 1 2 2 1, , , , , , , , , , ,k k k k k k kp p p p p p p p p p− − L L， 

1 45 44 45 43 45 45 2 45 1, , , , , , , , , ,p p p p p p p p p pL ， 

46 45 46 44 46 46 22 46, , , , , , , ,p p p p p p p pL ， 

这 2006 个正整数满足要求． 

所以 中最少有 46 个互不相同的数． 1 2 2006, , ,a a aL



2 3mn k k= + +三、正整数 m，n，k 满足： ，证明不定方程 

2 211 4x y m+ =

2 211 4x y n+ =和

中至少有一个有奇数解 ． ( , )x y
证明  首先我们证明如下一个

引理：不定方程

2 211 4x y+ = m ① 

0 0( , )x y ，或有满足 或有奇数解

0 0(2 1) (mod )x k y m≡ + ②

0 0( , )x y ，其中 k 是整数． 的偶数解

引理的证明  考虑如下表示

(2 1)x k y+ +  2, xx y m≤ ≤0为整数，且 , 0
2
my≤ ≤ ，

( )2 1 1
2
mm

⎛ ⎞⎡ ⎤
⎡ ⎤ + +⎜ ⎟⎢ ⎥⎣ ⎦ ⎜ ⎟⎣ ⎦⎝ ⎠

1 2, 0, 2x x m⎡ ⎤∈ ⎣ ⎦m>则共有 个表示，因此存在整数 ，

1 2, 0,
2
my y

⎡ ⎤
∈ ⎢
⎣ ⎦

1 1 2 2( , ) ( , )x y x y≠ ，且⎥，满足

1 1 2 2(2 1) (2 1) (mod )x k y x k y m+ + ≡ + + ， 

这表明

(2 1) (mod )x k y m≡ + ， ③

1 2 2, 1x x x y y y= − = − 。由此可得 这里

2 2 2 2(2 1) 11 (mod )x k y y m≡ + ≡ − ， 

2 ,
2
mx m y≤ ≤2 211x y km+ = ，所以，因为故

2 2 1111 4 7
4

x y m m+ < + < m， 



2 211 2x y m+ =于是1 ．因为 m 为奇数，6k≤ ≤ ， 2 211 6x y+ = m显然没有整数解． 

2 211x y m+ = 0 02 , 2x x y y= =（1） 若 ，则 是方程①满足②的解．

2 211 4x y+ = m 0 0,x x y y= =（2） 若 是方程①满足②的解． ，则

（3） 若
2 211 3x y+ = m，则 ( ) ( )2 2 211 11 3 4x y x y m± + =m ⋅ ．

x x首先假设 3 m，若 ，则 0 (mod 3), y (mod 3)y0 (mod 3)，且

0 0
11 ,
3 3

x y xx y y− +
= = ④

x y≡ 0 (mod 3)是方程①满足②的解．若 ，则

0 0
11 ,
3 3

x y yx y x+ −
= = ⑤

是方程①满足②的解．

3 m现在假设 ，则公式④和⑤仍然给出方程①的整数解．若方程①有偶数解

0 1 02 , 2 1x x y y= = ，则

( ) (2 22 2
1 1 1 1 1 111 36 5 11 11 5 )x y m m x y y x+ = ⇔ = ± + m ．

1 15 11x y±因为 1, 1x y 15 1y xm 都为奇数． 的奇偶性不同，所以 ，

1 1 1
0 0

5 11 5,
3 3

1x y yx y x− +
= = 是方程①的一奇数解．若 ，则(mod 3)x y≡

1 1 1
0 0

5 11 5,
3 3

1x y yx y x+ −
= =1x 1 (mod 3)y 是方程①的一奇数解．若 ，则

（4） 2 211 5x y+ = m )，则 ．( ) (2 225 4 3 11 11 3m x y y x⋅ = + ±m

当 5 m 时，若 ，或1(mod 5), 2 (mod 5)x y≡ ± ≡ m 2(mod 5), 1(mod 5)x y≡ ± ≡ ± ，

则

0 0
3 11 3,

5 5
x y yx y x− +

= = ⑥

是方程①满足②的解． 

若 ，或1(mod 5), 2 (mod 5)x y≡ ± ≡ ± 2(mod 5), 1(mod 5)x y≡ ± ≡ m ，则

0 0
3 11 3,

5 5
x y yx y x+ −

= = ⑦

是方程①满足②的解．



5 m当 ，则公式⑥和⑦仍然给出方程①的整数解．若方程①有偶数解

0 1 02 , 2 1x x y y= = ，则

2 2
1 111 ,x y m+ = 1x 1(mod 2)y ， 

可得 ．( ) (2 2
1 1 1 1100 33 11 3m x y y x= + ±m )

若  ，或者  1 1 0(mod5)x y≡ ≡ 1 11(mod5), 2(mod 5)x y≡ ± ≡ ± ，或者

1 1 1
0 0

33 3,
5 5

1x y yx y x− +
= =1 12(mod5), 1(mod5)x y≡ ± ≡ m ，则 是方程①的一奇数

解．

若 ，或1 11(mod5), 2(mod 5)x y≡ ± ≡ m 1 12(mod 5), 1(mod 5)x y≡ ± ≡ ± ，则 

1 1 1
0 0

33 33,
5 5

1x y yx y x+ −
= =

是方程①的一奇数解．

引理证毕．

0 0( , )x y由引理，若方程①没有奇数解，则它有一个满足②的偶数解 ．令

，考虑二次方程 2l k= +1

2 2
0 0 1 0mx ly x ny+ + − = ， ⑧

2 2 2
0 0 0 0 04 4

2 2
ly l y mny m ly xx

m m
− ± − + − ±

= = ，则

1x ，即 这表明方程⑧至少有一个整数根

2 2
1 0 1 0 1 0mx ly x ny+ + − = ， ⑨ 

1x 必为奇数．将⑨乘以 4n 后配方得上式表明

( )2 2
0 1 12 11ny lx x n4+ + = ，

2 211 4x y+ = n 10 12 ,x ny lx y x= + = ． 这表明方程 有奇数解



2006 中国数学奥林匹克 

（第二十一届全国中学生数学冬令营）

第二天

福州  1 月 13 日 上午 8∶00～12∶30  每题 21 分 

四、在直角三角形 ABC 中， 90ACB∠ = °，△ABC 的内切圆 O 分 

别与边 BC，CA， AB 相切于点 D，E，F，连接 AD，与内切圆 O 相

交于点 P，连接 BP，CP，若 AE AP PD+ =90BPC∠ = ． °，求证：

证明 设 AE = AF = x，BD＝BF＝y，CD＝CE＝z，AP＝m，PD＝n． 

因为 ，所以90ACP PCB PBC PCB∠ +∠ = ° = ∠ +∠ ACP PBC∠ =∠ ． 

Q

P F

E

DC B

A

延长 AD 至 Q，使得 AQC ACP PBC∠ = ∠ = ∠ ，连接 BQ，CQ，则 P，B，Q，

C 四点共圆，令 DQ＝l，则由相交弦定理和切割线定理可得 

， ①yz nl=

2 ( )x m m n= + ． ② 

AC AP
AQ AC

=因为 ∽ACPΔ ，故AQCΔ ，所以

2( ) ( )x z m m n l+ = + + ． ③

在 Rt △ACD 和 Rt △ACB 中，由勾股定理得 

2 2( ) ( 2)x z z m n+ + = + ， ④

2 2( ) ( ) ( 2)y z z x x y+ + + = + ． ⑤



2 2z zx ml+ =③－②，得 ， ⑥ 

2 2
yz n

z zx m
=

+
①÷⑥，得 ， 

21
2

yz m n
z zx m

+
+ =

+
所以 ， ⑦ 

2
2 2

2 ( ) ( )
2

x yz 2 2x m n x z z
z zx

+ = + = +
+

+②×⑦，结合④，得 ，

2

2 ( )
2

x y z x z
z x

= +
+

整理得 ． ⑧ 

2xyx z
y z

+ =
+

又⑤式可写为 ， ⑨ 

4
2

x z
z x y

=由⑧，⑨得
z+ +
． ⑩ 

2xzy z
x z

+ =
−

， ○11  又⑤式还可写为

把上式代入⑩，消去 ，得y z+

2 23 2 2x xz z 0− − = ，

7 1
3

x z+
=解得 ， 

代入○11得， (2 7 5)y z= + ，

将上面的 x，y 代入④，得

2( 7 1)
3

m n z+
+ = ， 

2 7 1
6

xm z
m n

+
= =

+
， 结合②，得

7 1
2

n z+
=从而 ，

x m n+ = ，即 AE AP PD+ = ． 所以，



1
1
2

a =五、实数列{ }na ，满足：

1
1

2k k
k

a a
a+ = − +

−
1, 2,k = L． ，

证明不等式

1 2

1 2 1 2

1 1 11 1
2( )

n

n n

n na a an
a a a n a a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L

L
1 1

⎛ ⎞
⎜ ⎟
⎝ ⎠

． 

L,2,1,
2
10 =≤< nan证明  首先，用数学归纳法证明： ．

1=n 时，命题显然成立． 

2
10 ≤< na ．假设命题对 成立，即有)1( ≥nn

⎥⎦
⎤

⎢⎣
⎡∈

−
+−=

2
1,0,

2
1)( x

x
xxf ( )f x 是减函数，于是 设 ，则

2
1)0()(1 =≤=+ fafa nn , 

1
1 1( ) ( )
2 6n na f a f+ = ≥ = 0>   ， 

即命题对 n＋1 也成立． 
原命题等价于

( )1 2 1 2

1
2

nn

n n

n n
a a a a a a

⎛ ⎞⎛ ⎞
− ≤⎜ ⎟⎜ ⎟ ⎜ ⎟+ + + + + +⎝ ⎠ ⎝ ⎠L L 1 2

1 1 11 1
na a a

⎛ ⎞⎛ ⎞⎛ ⎞
1− − −⎜ ⎟⎜ ⎟⎜ ⎟

⎝ ⎠⎝ ⎠ ⎝ ⎠
L ．

1 2
10 ,
2

x x< <
1 1( ) ln 1 , 0,

2
f x x

x
⎛ ⎞ ⎛= − ∈⎜ ⎟ ⎜
⎝ ⎠ ⎝

⎞
⎟
⎠

( )f x设 ，则 是凸函数，即对 ，有

( ) ( )1 21 2

2 2
f x f xx xf

++⎛ ⎞ ≤⎜ ⎟
⎝ ⎠

．

( ) ( )11 2

2 2
2f x f xx xf

++⎛ ⎞ ≤⎜ ⎟
⎝ ⎠

等价于事实上，

2

1 2 1 2

2 1 11 1
x x x x

⎛ ⎞ ⎛ ⎞⎛
1
⎞

− ≤ − −⎜ ⎟ ⎜ ⎟⎜+⎝ ⎠ ⎝ ⎠⎝
⎟
⎠

≥

，

( )2
1 2 0x x⇔ − ． 

所以，由 Jenson 不等式可得 



( ) ( ) ( )1 21 2 nn f x f x f xx x xf
n n

+ + ++ + +⎛ ⎞ ≤⎜ ⎟
⎝ ⎠

LL
，

1 2 1 2

1 1 11 1 1
n n

nn
a a a a a a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L
L

即 ⎜ ⎟
⎝ ⎠

． 

另一方面，由题设及 Cauchy 不等式，可得 

( )
1 1 1

11
n n

i
i i i i

a n
a a= = +

− = −
+∑ ∑  

2 2

1 1 1
1 1

( ) 2
n n

i i n i
i i

n nn n
a a a a a+ +

= =

≥ − =
+ − +∑ ∑

−

2

1 1

1
2 2

n n

i i
i i

n nn n
a a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1 1

(1 )
1

2

n

i
i

n n n

i i i
i i i

a
n n

a a a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以 ，

( )
1 2

1 2 1 2 1 2

(1 ) (1 ) (1 )1
2

nn n

n

n n n

a a an n
a a a a a a a a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L L L

⎞
⎟
⎠

故   

1 2

1 1 11 1
na a a

⎛ ⎞⎛ ⎞⎛ ⎞
1≤ − − −⎜ ⎟⎜ ⎟⎜ ⎟

⎝ ⎠⎝ ⎠ ⎝ ⎠
L ，

从而原命题得证．



六、设 X 是一个 56 元集合．求最小的正整数 n，使得对 X 的任意

15 个子集，只要它们中任何 7 个的并的元素个数都不少于 n，则这

15 个子集中一定存在 3 个，它们的交非空． 

解  n 的最小值为 41． 

首先证明 合乎条件．用反证法．假定存在 X 的 15 个子集，它们中任

何 7 个的并不少于 41 个元素，而任何 3 个的交都为空集．因每个元素至多属于

2 个子集，不妨设每个元素恰好属于 2 个子集（否则在一些子集中添加一些元素，

上述条件仍然成立），由抽屉原理，必有一个子集，设为 A，至少含有

41n =

2 56 1
15
×⎡ ⎤ +⎢ ⎥⎣ ⎦

＝8 个元素，又设其它 14 个子集为 ．考察不含 A 的任何 7 个子集，

都对应 X 中的 41 个元素，所有不含 A 的 7－子集组一共至少对应 个元素．另

一方面，对于元素 a，若a ，则 中有 2 个含有 a，于是 a 被计算

了 次；若 ，则 中有一个含有 a，于是 a 被计算了

次，于是

1 2 14, , ,A A AL

7
1441C

A∉ 1 2 1, , ,A A AL 4

7 a A∈ 1 2 14, , ,A A AL7
14 12C C− 7 7

14 13C C−

7 7 7 7
14 14 12 14 1341 (56 )( ) ( )C A C C A C≤ − − + − 7C

7 7 7 7
14 12 13 1256( ) ( )C C A C C= − − −

7 7 7 7
14 12 13 1256( ) 8( )C C C C≤ − − − ， 

由此可得196 ，矛盾． 195≤

其次证明 ． 41n ≥

{ }1, 2, , 56X = L用反证法．假定 ，设40n ≤ ，令 

{ }, 7, 14, 21, 28, 35, 42, 49 , 1, 2, ,7iA i i i i i i i i i= + + + + + + + = L ， 

{ }, 8, 16, 24, 32, 40, 48 , 1, 2, ,8jB j j j j j j j j= + + + + + + = L ． 

8( 1, 2, ,7), 0(1 7)i i jA i A A i j= = = ≤ < ≤L I 7( 1, 2, ,8)jB j= = L显然， ， ，

0(1 8)i jB B i j= ≤ < ≤I 1(1 7,1 8)i jA B i j= ≤ ≤ ≤ ≤I ，于是，对其中任何 3 个，



jB子集，必有 2 个同时为 ，或者同时为iA ，其交为空集．

对其中任何 7 个子集
1 2 1 2
, , , , , , , ( 7

s ti i i j j jA A A B B B s t )+ =L L ，有 

1 2 1 2s ti i i j j jA A A B B BU ULU U U ULU

1 2 1 2s ti i i j j jA A A B B B= + + + + + + + −L L st

)8 7 8 7(7 ) (7s t st s s s s= + − = + − − −  

2( 3) 40 40s= − + ≥ ， 

任何 3 个子集的交为空集，所以 ． 41n ≥

综上所述，n 的最小值为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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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天 

一

、设 口、b、c是给定复数，记I口+b I= 

m，I口一b I=n，已知 胁 ≠O．求证 ： 

inax{I +b I，I口+bc I}≥下  ． 
√ m‘+ n‘ 

(朱华伟 供题) 

二、试证明： 

(1)若 2n一1为质数，则对于任意 n个 

互不相同的正整数a ，n：，⋯，a ，都存在 i、 

∈{1，2，⋯，n}，使得 

I>2n一1； 
ai'aj， 

(2)若 2n一1为合数，则存在 n个互不 

相同的正整数口。，口：，⋯，口 ，使得对任意的 

i、
．
『∈{1，2，⋯，n}，都有 

<2n一1． 
tgi' ， 

其中，( ，Y)表示正整数 、Y的最大公 

约数． (李胜宏 供题) 

三、已知 口。，口：，⋯，口。。为给定的11个互 

不相同的正整数，且总和小于 2 007．在黑板 

上依次写着 1，2，⋯，2 007这 2 007个数．将 

连续的22次操作定义为一个操作组：第 i次 

操作可以从黑板上现有的数中任选一个数， 

当1≤i≤11时，加上 口 ，当12≤i≤22时，减 

去口 。．如果最终结果为1，2，⋯，2 0cr7的偶 

排列，则称这个操作组为优的；如果最终结果 

为1，2，⋯，2 007的奇排列，则称这个操作组 

为次优的．问：优的操作组与次优的操作组哪 

种多，多多少? 

称为偶排列，如果∑( 一 )为正数；否则 

称为奇排列． (刘志鹏 供题) 

第 二 天 

四、设 0和 分别为△ABC的外心和内 

心，△ABC的内切圆与边船 、CA、AB分别相 

切于点 D、E、F，直线 FD与 相交于点P， 

直线 DE与 相交于点Q，点 、』v分别为 

线段PE、QF的中点．求证： -l-MN． 

(冷岗松 供题) 

五、设有界数列{口 } 。满足 

+ 
1

，n=1，2，⋯ ． 

证明：口 < ，n=1，2，⋯． 

(李伟固 供题) 

六、试求不小于9的最小正整数 n，满足 

对任给的 n个整数 口。，0：，⋯，口 (可以相 

同)，总存在9个数 口 口 ，⋯，ab(1≤il<i2 

<⋯ <i9≤n)及 b ∈{4，7}(i=1，2，⋯，9)， 

使得 b1口il+62口i2+⋯+b9口七为9的倍数． 

(陈永高 供题) 

参 考 答 案 
一

、证法1：因为 

nla】c{I nc+bI。I n+6cI} 

注：1，2，⋯，n的一个排列 1， 2，⋯， 又 

≥ 

≥ =普 
、

J b+a1．J b—n J 
乒  

2 b ’ ~／(I oI +I I ) 

m +／g2= I n—bI +I n+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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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I口I +I 6 ， 

所以，m舣{I nc+6I，I口+6cI}≥ 专 
~／m + 

证法 2：注意到 

nc+6= (n+6)一 (n一6)， 

n+6c= (。 6)+ (n一6)． 

令 a= (n+6)，p： (n一6)，则 

I nc+6I + I口+6cI 

=I a—pI +I口+pI =2(I口I +I I )． 

所以，(m舣{I nc+6，a+6cI})。 

h ：f丁l+c +f 
因此，只要证明 

I +f ≥嘉 ， 
等价变形为 

f +i + 
(f m2n n2． ① 

凡
4 + 

m 2
凡
2 

≥2 f f f + 
(1 【+I 1)2 2 

=(I字I+』 I+』 nz 
≥l字+ + l 2 2 
= m

2
凡
2

．  

故式①得证 ． 

证法3：由已知得 

m =I a+6 I =(a+6)( ) 

= (a+6)(a+占)=I aI +I 6 I + + 6． 

n =I a一6 I =(a一6)( ) 

= (a—b)(一a一5)=l al +l 6l 一 一 6． 

故 ：+⋯ ：： ， + ： ． 

令 c= +Y i( 、，，∈R)．于是， 

I nc+6I + I口+6cI 

： (nc+6)( )+(口+6c)( ) 

： I口I I cI + I 6 I +abe+口6c+ 

I口I +I 6 I I cI + 6c+ ； 

= (I cI +1)(I aI +I b I )+(c+；)( + ) 

= ( +y2+1) +2 

≥ 』 ． ：+(m：一 ：) + 

：竿 ( + ) 一 — 一I 』一 
m + 2，m 一n ＼ m + 2 

—  一

I J — 一 

≥ 一 · 

一 盟  
一  1 1 ’ 

，礼 十 凡 

则(懈 {I nc+6I，I口+6cI}) ≥ ，即 
， + n‘ 

一 { b l, k。}≥ 

二、(1)记 2n一1为质数 P，不妨设 

(a{，a2，⋯，a )=1． 

若存在 i(1≤i≤n)，使得PI a ，必然存在 ≠i， 

使得pSaj．由于 ( ， )，则有 

≥南 ≥p：2 1． 
以下只要考虑(a ，P)=1(i=1，2，⋯，n)，则对 

征意 i≠ 都有p (ai， )．将 1，2，⋯，P一1分成 

n一1类{1，P一1}，{2，P一2}，⋯，{n一1，n}．由抽屉 

原理可知，存在 i≠ ，使得 

a。；q(m0d p)或者 嘶+q—O(m0d P)． 

当哦；q( p)时， 

端 > ≥p一2_1． 
当口 +口 §O( P)时， 

≥p=2 1． 

故(1)得证． 

(2)下面构造命题存在性的例子． 

由于2n一1为合数，则存在两个大于 1的正整 

数P、q，使得2n一1=pg．可以构造如下 个数： 

al=1，a2=2，⋯ ⋯ ， P， +1=P+1， 

nP+2=p+3，⋯ ⋯ ，0 =pg—P， 

其中，前面为P个连续的整数，从 P+1至 pg—P为 

n—P个连续的偶数． 

当1≤i≤ ≤p时，显然有 

荫 ≤嘶+ ≤2p<2n一1．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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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P+1≤ ≤ ≤n时，因为2l(啦，q)，所以，有 

≤ ≤胛 一p<2 ． 

当 1≤ ≤P，P+1≤J≤n时，分两种情况： 

(i)当 ≠P或J≠n时，显然有 

7 ≤ 阳 一1<2n一1； 
O,i，aj， ‘‘ 

(ii)当i=P且 =n时，由(P，阳一P)=P，则有 

： 段 ：q<2n一1
． 

，nn， P ‘ 

经过如上验证，可以看出如上构造的一组数满 

足条件． 
1l 

3．优的操作组更多，多了兀 个． 

我们引入一般的记号：如果黑板上写着 1，2， 
⋯ ，n这 n个数，一个操作组被定义为 2次连续操 

作：第 次操作可以从黑板上现有的数中任选出一 

个，加上 b ，这里 b ∈z(1≤i≤2)．如果最终结果为 

l，2，⋯，n的偶(奇)排列，则称此操作为优(次优) 

的．优的操作组的数目与次优的操作组的数目之差 

记为 bl，b2，⋯，bj；n)． 

下面讨论 厂的性质． 

首先，对任意1≤ 、 ≤ ，交换 b 与 的取值不 

会影响 ．事实上，只需要将操作组的第 次与第 

次操作对调；换言之，第 i次操作时进行原来的第 

次操作，把原来计划进行的第_『次操作选定的数加 

上6j，而第 次操作时进行原来的第i次操作．对调 

后操作组的结果不变，因而，优(次优)操作组的数目 

不变，故 厂不变． 

其次，只需要计算这样的优的(次优的)操作组 

的数目：每一步操作后，黑板下没有任何两个数相 

同，这样的操作组称为具有性质 P的操作组．可以 

证明：具有性质 P的优的操作组数目与次优的操作 

组数目之差也等于 b1，b2，⋯，bj；n)． 

事实上，只要证明，在不具有性质 P的操作组 

中，优的操作组与次优的操作组一样多．如果一个操 

作组最先第 i步操作导致黑板上出现两个相等的 

数，例如，第P个数和第g个数相等(1≤p<g≤n)， 

那么，对该操作组的后 2一 步操作进行如下的改 

动：对第 P个数的操作改成对第 q个数进行，对第 g 

个数的操作改成对第P个数进行，那么，这个新的操 

作组最终显示的结果将是在原操作组的结果上对第 

P-口个数进行了对换，不难发现，对换一个排列中任 

何两个数都会导致排列的奇偶性改变．所以，优的操 

作组通过上述改动可以和次优的操作组构成一一对 

应．因而，不具备性质 P的操作组中，优的与次优的 
一 样多． 

现在对 m用数学归纳法证明： 

若 n。， ，⋯， 为m个互不相同的正整数且 

总和小于 n，则 

f(nl， ，⋯， ，一nl，一 ，⋯，一 ；n) 
m  

= I I ． ① 

当m：1时，考虑具有性质 P的优的和次优的 

操作组，必然是从后 n。个数中选上某个数加上 n。， 

然后，再将这个数加上一n (否则得不到 1，2，⋯，n 

的排列)，所以，优的操作组有 n 个，次优的操作组 

有0个．故式①成立． 

假设 m一1时命题成立．考虑 m时的命题． 

不妨设 nl< <⋯< ．根据前面的讨论， 

nl，n2，⋯，‰，一nl，一 ，⋯，一 ；n) 

： 口l，一口2，一口3，⋯，一 ，口2，口3，⋯，‰，一口l； )， 

这时，对于具有性质 P的优的和次优的操作组来 

说，第 1步操作可以从末 n 个数中选取某数加上 

n ，而第2步操作只能对前 n2个数进行，第3步操 

作只能对前 +口 个数进行，⋯⋯，第 m步操作只 

能对前 +⋯+ <n—n1个数进行，而第 m+1 

2m一1步操作也只能对前 n—n 个数进行(否 

则，前 n一 个数最终的和小于 1+2+⋯+(n— 

n，)，操作组结束后黑板上的 n个数不为 1，2，⋯，n 

的排列)，第 2m步操作只能对第 1步操作时选定的 

数进行． 

因此，第2 2m一2步操作必然是对前 n—n 

个数进行，它的结果也要得到 1，2，⋯，I'l— 的偶 

(奇)排列，才能使总共2m步操作的结果得到 1，2， 
⋯ ，n的偶(奇)排列．所以，中间2m一2步操作构成 

的对 n—n 个数进行的每个具有性质 P的优(次 

优)的操作组都可以对应 n 个原来的具有性质 P 

的优(次优)的操作组．于是， 

，一 ，一锄，⋯，一‰， ，锄，⋯，‰，一 ；n) 

：I11 一 ，～锄，⋯，一‰ ， ，n3，⋯，‰；n—I11)． 

根据归纳假设 
一 n2，一n3，⋯，一 ，口2，口3，⋯，‰；n—I11) 

： ，锄，⋯，‰，一 ，一 ，⋯，一 ；，I一口I) 

= Ⅱq． 
』=2 

故式①在 m时亦成立． 

所以，由归纳法，式①得证． 

在式①中取 n=2唧 ，m：11，即得到本题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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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Ⅱ ． 
I四、不妨设。> ．考虑△船c与截线肿，由梅 

涅劳斯定理有篑·丽AF·丽BD=1．所以， 
一

PA
一  ． 一  一  

PC —FB DC—DC —P—C’ 

于是， PA
=  ．因此， = ． 

则咫 = +肛 = +p—n 

： 
卫二 二 

． 

ME：{饱= c ， Z 口一 
= ME—AE= 

a c 

=  
c ， 一 口一 

僦 ：砸 +Ec= ．c)： C． 
— C ’ 

于是，MA·MC= ． 

因为 ME是点M到△ABC的内切圆的切线长， 

所以，ME2是点 M到内切圆的幂．而 MA·Me是点 

M到△ABC的外接圆的幂，等式 MA·MC=ME2表 

明，点 M到△ABC的外接圆与内切圆的幂相等．因 

而，点M在△ABC的外接圆与内切圆的根轴上． 

同理，点 N也在△ABC的外接圆与内切圆的根 

轴上． 

椒 oI 洲 ． 

五、设 6 = 一 1
，则 

6 <∑ (n≥1)． ① 
下证 b <0． 

因为 n 有界，故存在常数M，使得 b <M． 

当n≥100 000时，有 

6 M 上 6̂< < 南 

= +嚆 +。 
< ．{m < 

由此可以得到，对任意的正整数 m有 

6̂<(粤) M． 

将其代人式①得 b <0(n≥100 000)． 

再次利用式①可得，如果当n≥N+1时，b < 

0，则 b <0．这就推出b <0(n=1，2，⋯)，即 

‰<÷(n=l，2，⋯)． 

六、取 口l=口2=1，口3=04=3，口5=⋯=口l2=0， 

则其中任9个数均不满足要求．因此，n≥13． 

下证 n=13可以．为此，只要证明如果 m个整 

数口 ，n：，⋯， (可以相同)中，不存在 3个数 。 

。 、 及 6l、62、63∈{4，7}，使，得 6l口jl+62。j2+ 

b3 为9的倍数，则 m≤6或者7≤m≤8且 口l，啦， 

⋯ ，％ 中有6个数 。 。 ，⋯，。 及 bl，b2，⋯，b6∈ 

{4，7}使得 91(6l Oil+b2 +⋯+66 )· 

设 Al={ I1≤ ≤m，9I Oi}， 

A2={ I 1≤i≤m，Dl s3(m0d 9)}， 

A3={iI1≤i≤m，oi_=6(moa 9)}， 

A4={ I1≤ ≤／7／,，口j El(moa 3)}， 

A5={iI1≤ ≤m，口 =2(moa 3)}． 

则I Al I+IA2 I+IA3 I+IA4 I+IA5 I=m，且 

(1)若 ∈A2， ∈A3，则91(4oi+4q)； 

(2)若 i∈A．，_『∈ ，则 9能整除 4ai+4 

4 Df+7 7 DI+4 之一(因为这三个数均是3的倍 

数且模9两两不同余)； 

(3)若 、_『、kEA2或者 、_『、kEA，，则 

9I(4口 +4 Dj+4 )； 

(4)若 、 、k∈A．或者 、_『、kEA ，则9能整除 

4 DI+4 +4 、4 +4 DJ+7 、4 +7 +7 之一 

(因为这三个数均是3的倍数且模9两两不同余)． 

由假设，有IAI≤2(1≤ ≤5)． 

若IAl I≥1，则 

IA2I+ IA3I≤2，IA4I+ IA5I≤2． 

这样，m=IAl I+IA2 I+IA3 I+I I+lA5 l≤6． 

下设IAl I=0，m≥7，此时 

7≤ m =I Al I+ IA2 I+IA3 I+ IA4 I+I A5 I≤8． 

因此，min{I A2 I，IA3 I}+min{I A4 I，IA5̈ ≥3． 

由(i)和(ii)知，存在 。， ：，⋯， ∈A：UA，UA． 

U ，fl<f2<⋯< 6及 bl，b2，⋯，b6∈{4，7}使 

9l(b x Oil+b2 Oi
2
+⋯ +bsa~

s
)· 

综上，所求的最小的 n=13． 

(朱华伟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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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天 

1．给定锐角△ PBC，PB≠PC．设 A、D 

分别是边 PB、PC上的点，联结 AC、BD交于 

点 0．过 0分别作 OE上AB于 E，OF上 CD 

于 F，线段 BC、AD的中点分别为 、Ⅳ． 

(1)若 A、B、C、D四点共圆，求证： 

EM ·肌 r=EN·FM ： 

(2)若 EM·FN=EN·FM，是否一定有 

A、B、C、D四点共圆?证明你的结论． 

(熊 斌 供题) 

2．求所有的质数对(P，q)，使得 

I(5 +5 )． (付云皓 供题) 

3．设 m、n(4<m<n)是给定的整数， 

AlA2⋯ 2 +l是一个正2n+1边形，P={A。， 

A：，⋯，A }．求顶点属于 P且恰有两个内 

角是锐角的凸m边形的个数． 

(冷岗松 供题) 

第 二 天 

4．给定整数 n(凡>13)，实数 口l，口2，⋯， 

满足 min I n。一口 =1．求 I o I 的最小 

值． (朱华伟 供题) 

5．凸 n边形P中的每条边和每条对角 

线都被染为n种颜色中的一种．问：对怎样的 

rt，存在一种染色方式，使得对于这 17,种颜色 

中的任何三种不同颜色，都能找到一个三角 

形，其顶点为多边形 P的顶点，且它的三条 

边分别被染为这三种颜色?(苏 淳 供题) 

6．给定整数 n(n≥3)．证明：存在 rt个 

互不相同的正整数组成的集合 S，使得对 Js 

的任意两个不同的非空子集 A、B，数 

∑ ∑ 
∈A b  ∈B 

I A} l B I 

是互质的合数(这里 ： 与I 1分别表示有 

限数集 的所有元素之和及元素个数)． 

(余红兵 供题) 

参 考 答 案 
第 一 天 

1．(1)如图 1，设 Q、 

R分别是边 OB、OC的 

中点，联 结 EQ、MQ、 

FR、MR．则 
1 

EQ=音OB=RM， 

1 

MQ= 1 OC=RF． 
厶  

又四边形 OQMR是 

平行四边形，则 

B M C 

图 1 

OQM = ORM． 

由题设 A、B、C、D四点共圆，有 
A肋 = ACD 

j EQO=2LABD 

=2 ACD = D 

EQM = EQO+ OQM 
=  FR0+ oRM ： FRM 

△ EQM △ MRFjEM=FM． 

同理，EN=FN． 

所以，EM·FN：EN·FM． 

(2)答案是否定的． 

当AD／／BC时，由于 ≠ c，则 A、 

曰、c、D四点不共圆，但此时仍然有 EM·FN 
= EN·FM．证明如下： 

如图2，设 S、Q分 

别是边 OA、OB 的 中 

点，联结 、EQ、MQ、 

NS．则 
1 

NS=÷OD， 
二 

1 

EQ=去OB． 

肘 C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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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 ． ① 

又 = 1 OA
， 

=百1 OC
，则 

一

ES
：  

． ②MO OC 一 ‘ 

而 AD／／BC，于是， 

一

OA
：  

． ③OC OB 一 ‘ 

由式①、②、③得 =茄． 
因 NSE= NSA+ ASE 
=  AOD +2 AOE， 

EOM= MOO+ OOE 
= ( AOE+ EOB)+(180~一2／EOB) 
=  AOE+(180。一／EOB) 
=  AOD+2／ AOE=／ NSE， 

所以，△ NSE∽△ 印 ． 

故 E N： ： (由式②)
． 政 田瓦 ‘ 

同理， = ． 

因此 ， ： j EM·FN=EN·FM． 

2．若 2I Pq，不妨设 P=2．则 

2g l(5 +5 ) q l(5 +25)． 

由费马小定理知 qI(5 一5)，得 ql30，即 

q=2．3．5． 

易验证质数对(2，2)不合要求，(2，3)， 
(2，5)符合要求． 

若 pg为奇数且 5 I pg，不妨设 P=5．则 

5q I(5 +5 )= g I(5 一 +625)． 

当 q=5时，质数对(5，5)符合要求． 
当q≠5时，由费马小定理有 ql(5 一1)， 

故 q I626．由于 q为奇质数，而 626的奇质因 

子只有 313，所以，q=313． 

经检验，质数对(5，313)符合要求． 

若 P、q都不等于 2和5，则 

l(5 +5 )． 

故 5 +5 ---0(mod P)． ． ① 

由费马小定理得 

5 1(mod P)． ② 

由式①、②得 

5 ；一1(mod P)． ③ 

设 P一1=2 (2r一1)，q一1=2 (2s一1) 

(k、f、r、s为正整数)． 

若 k≤f，则由式② 、③易知 

1=1 (2 一 ) (5p一 ) (2 ) 

：52 1( 一‘)( 一”=(5 一 )2r- 

(一1) 一1(mod P)， 

这与P≠2矛盾．因此，k>Z． 

同理，k<2，矛盾． 

此时不存在符合要求的(P，q)． 

综上，满足题 目要求的质数对(P，口)为 

(2，3)，(3，2)，(2，5)，(5，2)，(5，5)， 

(5，313)，(313，5)． 

3．先证明一个引理． 

引理 顶点在 P中的凸m边形至多有 

两个锐角，且有两个锐角时，这两个锐角必 
相邻． 

引理的证明：设凸 m边形为 P。P ⋯P ． 

只考虑至少有一个锐角的情况，此时，不妨设 

PmPl P2< ．则 

P2 Pm=7c一 P2 Pl P 

>号(3≤ ≤m—1)． 

更有 一l +。> (3≤ ≤m一1)． 

而 Pl P2P3+ P 一l P Pl·>7【，故其中 

至多一个为锐角． 

回到原题． 

由引理知，若凸 m边形中恰有两个内角 

是锐角，则它们对应的顶点相邻 ． 

在凸 m边形中，设 A 、A，为两相邻顶点， 

且在这两个顶点处的内角均为锐角．设 A 与 

A 的劣弧上包含了P的，条边(1≤r≤n)，这 

样的(i， )在 r固定时恰有 2，l+1对． 

(1)若凸 m边形的其余 m一2个顶点全 

在劣弧A Af上，而A A 上有r一1个 P中的点， 

此时，这 m一2个顶点的取法数为 C ． 

(2)若凸 m边形的其余 m一2个顶点全 

在优弧A Aj上，取 A 、A，的对径点 、 ，，由 

于凸 m边形在顶点A 、A，处的内角为锐角， 

于是，其余的m一2个顶点全在劣弧B 曰 上， 

而BiB 上恰有 r个 P中的点，此时，这 m一2 

个顶点的取法数为 C ～． 

所以，满足题设的凸 m边形的个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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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1)∑(c +c7 ) 

： (2n+1)(∑c Fri一-l2+∑c ) 

= (2n+1)【∑(cm～一C7_-。 )+ 

∑(cL-。I_ca )J 
= (2n+1)(c： Il+c7 )． 

第 二 天 

4．不妨设 口l<口2<⋯<a ． 

则对 1≤k≤t't有 

I a I+l a 一 +l I≥ I a 一 +l—a I 

≥ I +l一2后I． 

故∑I I = ∑(I I +1 0n+ I ) 

=告∑( l+l 8 一 I)· 

【{(fd Itln+l-k +{ 小l~n+l-k 】 

≥专 (I ak⋯。 ) 

≥吉 +l一2k · 
当 rt为奇数时， 

I n+1—2k f ：2×2 i 
J -J  ：．J  

：  (n 一1) ； 

当 n为偶数时， 

考 

∑I n+l一2k I =2∑(2i—1)。 

号 
= 2[

j

∑
= l 

一  (2 ) 】={n (n 一2)． 
故当 n为奇数时， 

∑ l吼I ≥ (n ～1) ； 
k： l 一- 

当 n为偶数时， 

∑ IⅡ l ≥ ／．．t2(n 一2)． 
= l 一 

等号均在 。。：i一旦 (i：l，2，⋯， ) 

时成立． 

因此，∑I o l 的最小值为 ( 一1) 

( 为奇数)，或者 (n 一2)( 为偶数)． 

S．当 n(n≥3)为奇数时，存在符合要求 

的染法；当 n为偶数时，不存在所述的染法． 

因为每三个顶点形成一个三角形，三角 

形的个数为 ，而颜色的三三搭配也刚好有 

种，所以，本题相当于要求不同的三角形 

对应于不同的颜色组合，即形成一一对应． 

以下将多边形 的边与对角线都称 为 
线段． 

对于每一种颜色，其余的颜色形成 c 。 

种搭配，从而，每种颜色的线段(边或对角线) 

都应出现在c：一 个三角形中，而每一条线段 

都是 n一2个三角形的边，因此，在满足要求 

的染法中，每种颜色的线段都应当有 

：  (条)． 

当 n为偶数时， 不是整数，因此，不 

可能存在满足条件的染法． 

下设 n=2m+1为奇数，我们给出一种 

染法，并证明它满足题中条件． 

自某个顶点开始，按顺时针方 向将 凸 

2m+1边形的各个顶点依次记为 A。，A：，⋯， 

A2胁+1． 

对于i∈{1，2，⋯，2m+1}，按模2m+1理 

解顶点 A1．再将 2m+1种颜色分别记为颜色 

1，2，⋯ ，2m +1． 

将边 A A⋯ 染为颜色 i( =1，2，⋯， 

2m+1)．再对每个 i都将线段 (对角线 ) 

，4i一 + (k：1，2，⋯，rrt—1)染为颜色 i，于 

是，每种颜色的线段都刚好有 m条．值得注 

意的是，在规定的染色方法之下，当且仅当 

l+_『1 z 2+ (mod(2m+1)) ① 

时，线段 A 
。
A 与 A 同̂色． 

因此，对任何 i≠ (mod(2m+1))，任何 

k事0(rood(2m +1))，线 段 A，都 不与 

A⋯ ⋯ 同色． 

换言之，如果 

i1一 l；i2一jr(mod(2m+1))，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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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段 A 
．
A 都不与 A‘ 同色． 

任取两个△ Ai
。
Aj

。

A 
．
和△ A 

： 
A ，如 

果它们之间至多只有一条线段同色，当然它 

们不含对应相同的颜色组合．如果它们之间 
有两条线段同色，接下来证明：第三条线段必 

不同色．为确定起见，不妨设 A 
。
Ai 与 A 

同色． 

分以下两种情形讨论． 

(1)如果 
．
A 与 Ab也同色，则由式 

①知 

il+_，1 g i2+_，2(rood(2m+1))， 

l+ l-j2+ 2(rood(2m+1))． 

将两式相减得 

i1一 l E i2一 2(rood(2m+1))． 

故由式②知 A 
．

A 
．
不与 k A-同色． 

(2)如果 Ai A 与 A Ak也同色，则亦由 

式①知 

il+J．1 i2+ 2(mod(2m+1))， 

il+ 】i i2十 2(mod(2m+1))． 

将两式相减得 ， 

l一 l--j2一 2(mod(2m+1))． 

由式②知 A，
．
A 与 A 不同色． 

总之，△ A 
。

Aj
．

Ak
．
与△ A ：Ah A 对应不 

同的颜色组合． 

6．用 厂( )表示有限数集 中元素的算 

术平均． 

(1)证明：存在 rl,个不同正整数构成的 

集合s．，使得对 Js 的任意两个不同的非空 

子集 A、B，数 (A)和 厂(曰)是不相等的正 

整数． 

事实上，取定一个整数 q>17,，设 

Sl={17,!q，tl,!q ，⋯，It,!q }． 

则对 S，的任一个非空子集 A，数
．厂(J4) 

显然是一个正整数． 

假设存在 S．的两个不同的非空子集 A、 

B，使得 厂(A)=f(B)． 

那么，I B I∑ q ：l A I∑ ． 
n!q ∈  ̂ n! ∈口 

因为 q>n≥max{l 4 l，I I}，所以， 

l B l∑q =∑ I B I q 
n! C-A ! ∈ 

与 I A I∑g，=∑ l A I q 
n! ∈B ! C=-B 

均为正整数的 q进制表示，从而，它们的形 

式应当完全相同．由此得 I A I=1日I及 A= 

B，矛盾 ． 

因此，对 S 的任意两个不同的非空子集 

A、B，数．厂(A)和．厂(B)必定不等． 

(2)设 是一个 固定 的正整数， > 

n出 厂(A )．证明：对任何正整数 ，正整数的 

n元集合S：={后! +1 I Ct∈S。}具有下述性 

质：对 Js 的任意两个不同的非空子集 A、B， 

数 厂(A)和．厂( 是两个互质的整数． 
事实上，由Js 的定义易知，对 S 的任意 

两个不同的非空子集 A、B，相应地有 ．s．的 

两个子集 A。、B，，满足 

I Al l= I A l，l l I=I B I， 

且 f(a)= 14(A )+1，f(B)=J}!xf(B，)+1．① 

显然，
．
厂(A)和

．
厂( 都是正整数． 

设正整数 d是厂(A)与 厂(B)的一个公约 

数．则f(A) B )一f(B) 。)是 d的倍数． 

故由式①可知 d l( A。)一f(B，))． 

但 由 的选取 及 s．的构 作 可 知， 

l厂(A )一f(B。)I是小于 的非零整数，故它 

是 !的约数，从而，dl|jc!． 

再结合 dI厂(A)及式①知 dI1，故 d=1． 

从而， A)与 厂( )互质． 

(3)证明：可选择正整数 ，使得 Js：的每 

个非空子集的元素平均值都是合数． 

由于质数有无穷多个，故可选择 2 一1 

个互不相同且均大于 的质数P。，P：，⋯， 

P 。．将 s。中每个非空集合的元素平均值 

记为 口l，a2，⋯，a2n一1，则 

(P ， !a )=1(1≤i≤2 一1)， 

且(p ，p )：l(1≤i<J≤2 一1)． 

故由中国剩余定理可知，同余方程组 

!溉 一l(mod P )( 1，2，⋯，2 一1) 

有正整数解． 

任取这样一个解 ，则相应的集合 5 的 

每个非空子集的元素的平均值都是合数． 

结合(2)的结果，这一 元集合满足问 

题的全部要求． (朱华伟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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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天 

1．如图 1，两圆， 、， 交于点 A、B，过点 

日 的一 条直 

线 分别交 圆 

厂l、Jr’ 于 点 

C、D，过 点 曰 

的另一条 直 

线分 别交 圆 

厂。、 于 点 

、，，直线 CF 

分 别 交 圆 

厂。、厂2于 点 图1 

P、p．设 、，v 
， 、  _ 、 

分别是弧船 、Q 的中点．若 CD=EF，求证： 

c、 、 、J)、r四点共圆． (熊 斌 供题) 

2．设整数 >13，数列 {口 }满足 a =2k， 

且对所有的n>后，有 

fa 一1+1， a 一l与 n互质， 

口n I2凡， 口 一 与n不互质． 
证明：数列 {口 一C1, }中有无穷多项是 

质数． (朱华伟 供题) 

3．设复数o、6、c满足：对任意模不超过 1 

的复数z，都有I az：+6z+CI≤1．求l 6cI的最 

大值． (李伟固 供题) 

第 二 天 

4．已知m、凡是给定的大于 1的整数，且 

口 <口：<⋯<n 都是整数．证明：存在整数集 

的一个子集 ，其元素个数 

I TI≤ 1+ ， 

且对每个 i∈}l，2，⋯，m}，均有 ￡∈ T及 

∈[一 ， ]，使得￡z =f+ ． 

(冷岗松 供题) 

5．我们对放置于点 4 ， ：，⋯，A (n≥3) 

=180。一 EKJ+180。一 FKJ 

：  EKF． 

故 、Jr、 、 四点共圆，即点 在△ABC 

的九点圆上(其余的在不同位置关系也类似 

可证 )． 

同理，点K在另一个九点圆上． 

从而，四个三角形的九点圆共点于K 

下证：点 在D对△ABC的垂足圆上． 

设 ￡、 、．7v为 D在三边上的垂足．则 

LKM =360。一 LKJ一 MKJ 

=  埘 lJ+ MGJ 

=  A删 +180。一 删 G 

=  L4 +180。一 DCM 

：l80。一 ￡A +180。一  ̂

： LNM． 

所以，点 在垂足圆上． 

同理，其余四圆也过点 

由此证得八圆共点． 

参考文献： 

[1] F·克莱因．高观点下的初等数学(二)几何[M]．上 

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 粱绍鸿．初等数学复习及研究(平面几何)[M]．哈尔 

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 

[3] 戴维 ·韦尔斯．奇妙而有趣的几何[M]．上海教育出 

版社，2006． ’ 

[4] 戴维斯 ·盖尔．蚁迹寻踪及其他数学探索[M]．上海 

教育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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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点 O处的卡片进行操作．所谓一次操作是 

指进行下面的一种操作： 

(1)若某个点 处的卡片数目不少于3， 

则可从中取出3张，在点A 、 川及 O处各 

放一张(A。= A川 =A1)； 

(2)若点O处的卡片数 目不少于 n，则可 

以从中取出 ，l张，在点 A。， ：，⋯，A 处各放 
一 张．‘ 

证明：只要放置于这 n+1个点处的卡片 

总数不少于，l +3n+1，则总能通过若干次操 

作，使每个点处卡片数目均不小于n+1． 

(瞿振华 供题) 

6．设 口1、a2、口3、bl、b2、b3为互不相同的正 

整数，满足 
I 

[(n+1)口?+ +(n—1)《]I[(n+1) + +(n—1)6；]， 

对任何正整数 ，I成立．求证：存在正整数 JI}， 

使得 b ：ka (i=1，2，3)． (陈永高 供题) 

参 考 答 案 
第 一 天 

1．联结AC、AD、AE、AF、DF． 

由 ADB= AFB， ACB= AEF及 

CD =EF 

△ ACD △ AEF 

=AF 

ADF=／ AFD 

ABC= AFD = ADF = ABF 

jA 是 CBF的角平分线． 

联结 CM、肌 因为 是弧胎 的中点，所 

以，CM是 DCF的角平分线． 

同理，刷 是 CFB的角平分线． 

于是，BA、CM、FN三线共点．设交点为，． 

在圆 厂，、 中，由圆幂定理得 

CI·lM =AI·IB ．41·IB ：NI·IF 

j NI·IF=CI·IM． 

从而，C、F、 、Ⅳ四点共圆． 

2．假设 口 =2／(Z≥|i})．再设 P为 Z一1的 

最小质因子．则 

(1- )：I ， <p； 
tP· P· 

故(2⋯一2，⋯ 一1)：f ， <P； 
tp· P· 

由题设知 

r22+i一1， 1≤i<p； 

小 i2z+2p一2，i：p． 
则 0(+p—l一口 一2 

= (21+2p一2)一(2Z+p-2)=p(质数)． 

故 口“ 一1=2(Z+p一1)． 

由以上讨论知有无穷多个 Z≥k，使 口 

2Z且 口 一1一 + 2=P为 2—1的最小质因 

子． 

3．令，( )= + +c， ’ 

g(z)==一 z)=口+ I1+ _。， 

h(z)=ei"g(eiflz)=c z一 +b'z一。+口 ． 

取适当的实数 、口，使得 C 、b ≥0，对 

r≤1，有 

{≥J h(re )I引Im h(re )I 

= I r-2~ sin 20+r一 6 sin 0+Im 口 I
． 

不妨设 Im口 ≥0，否则可作变换¨ 一0， 

这样对任意的 (0< <詈)，有 
{≥r-2c'sin 20+r b'sin 0 

>~2r-丁3 面 而  

~ lbcl c 

(对任意r≤ ，0∈(o，詈)) 

∈

m

(。ln
，手) 

e∈(o号) 

6cJ= 的例子： 

3,g 
一

16 ‘ 

I=| 

●  

n _量 

嗡 

≤ ．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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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 

对于z=re (r≤1)，有 

I re )l 

=  [(r~cos 20—2西 c0s 0—3) + 
J ‘ 

(，2sin 20—2,／X，sin 9)z] 

=壶[2r4+12r2+l8一( r吣 +r2—3) ) 

≤壶(2r4+12r +18) 

第 二 天 

4．令 口，=口，口 =b，作带余除法 

b一 =(2n+1)g+r(g、r∈Z，O≤r≤2 )． 

取 T={口+n+(2n+1)后Ik=0，1，⋯，q}． 

则  I=q+1≤1+ ，且集合 

B={t+sIt∈ T，s=一 ，一忍+1，⋯， } 
= {口，n+1，⋯，口+(2n+1)q+2n}． 

注意到 

口+(2n+1)q+2n>la+(2n+1)q+r=6． 

故每个 口i均在 曰中． 

从而，结论成立． 

5．只需考虑卡片总数等于 n +3n+1的 

情况． 

采取如下策略． 

如果有某个点 A 处的卡片数不少于 3， 

则对点A 处的卡片进行操作(1)．这样的一 

次操作使得点 0处的卡片数增加 1，于是，经 

过有限次操作 (1)后，将不能再进行操作 

(1)．此时，每个点Ai处的卡片数不超过2，点 

0处的卡片数不少于 t／, +n+1．然后对点 0 

处的卡片进行 n+1次操作(2)，此时，每个 

点A 处的卡片数不少于 +1． 

下面在保持每个点 A 处的卡片数不少 

于聘+1的情况下，使点 D处的卡片数增加 

到至少 n+1． 

设想A，，A ，⋯，A 顺次排列在以 0为圆 

心的圆周上．称连续相邻的若干个点的集合 

G={Ai，Aj+I，⋯，Al+J—l}(1≤i、z≤n) 

为一个“团”，这里若有下标 >n，则 

Aj=aj
一  

．  

如果对团 G中每点处的卡片都做一次 

操作(1)后，G中每点处的卡片数仍然不少 

于 忍+1，则称团 G为“好团”． 

乏口l，口2，⋯，口 (口‘>in+1， =1，2，⋯，，1) 

分别为点 A ，A ，⋯，A 处的卡片数．则好团 

需满足如下的充要条件： 
一 个点的团 G是好团 

铮 Ⅱi≥ n+4； 

两个点的团C是好团 

口ho +l≥ ，l+3； 

Z(3≤Z≤ 一1)个点的团 G是好团 

口卜 口 + 
一 】>In+3，且 

aj．≥ +2(i+1≤ ≤i+Z-2)； 

全部 疗个点的团G是好团 

牟 f≥n+2(1≤ ≤ )． 

下面证明：当点 D处的卡片数少于 +1 

时，或等价地，当口l+口2+⋯+口 1>n +2n+1 

时，必存在好团． 

假设不存在好团． 

于是，每个口i∈{n+1，n+2，凡+3}，否 

则会有某个点A 处的卡片数 口。≥n+4，使得 

G={Ai}是一个好团． 

设 口1，n2，⋯，n 中有 个 tl,+1，，，个 ／1,+ 

2，z个 n+3．下面说明：一定有 ≥彳． 

由于 t／, +2凡+1>n(n+2)，故z>11． 

若 =1，则有 ≥1，否则所有 n ≥lrt,+2， 

使得 G={A ，A：，⋯，A }是一个好团． 

若zi>2，有n+3张卡片的z个点将圆周 

分成 段圆弧，由于不存在好团，这 z个点没 

有两点相邻，且每段圆弧上都存在一个点只 

有 +1张卡片．故 ≥ ．此时，点 A ，A2，⋯， 

A 处的卡片总数为 

(n+1)+y(r／,+2)+ (，l+3) 

≤( +)，+z)(，l+2)：n(／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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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n+1
． 

矛盾．这样就证明了当点 0处的卡片数少于 

11,+1时，点 A。， ，⋯，A 中总存在好团．于 

是，每次对一个好团中的每个点做操作(1)， 

直至点 0处的卡片数不少于 11,+1，而点 A。， 

A ，⋯，A 处的卡片数也不少于 +1． 

6．设 r为任意的正整数．由于质数有无 

穷多个，故存在质数 p，使得 

p>(n +口；+8；)(b +b；+b；)． ( 

由P为质数及式①得 

(P，口 +口；+口；)=1． 

又P与P一1互质，由中国剩余定理知， 

存在正整数 凡使 

n兰r(mod(p一1))， ② 

(口：+口；+口；)+口：一口；-0(mod JP)．( 

由式②、③及费马小定理知 

(凡+1)口 +， ；+(／7,一1)口； 
----n(a +口 +0；)+口 一n；-O(modP)．④ 

由题设得 

(n+1)b：+n6；+(n一1)6；毒0(roodP)． 

再由式②及费马小定理得 

n(6 +b +b；)+b 一b；-0(modp)． ⑤ 

由式④、⑤消去 得 

(a +口；+口；)(b 一b；) 

s(6：+b +b；)(。 一口；)(roodP)． ⑥ 

由式①、⑥得 

(o + + )( -b；)=( + +6；)( -a；)， 

即 (a2b1) +2(03b1) +(口3b2) 

= (口l62) +2(口l63) +(a2b3) ． ⑦ 

下面先证一个引理． 

弓I理 设 l， 2，⋯， ，Yl，y2，⋯，y (0< 

l≤ 2≤⋯≤ ，0<，，1≤)，2≤⋯≤)，，)为实 

数，满足对任意的正整数r，总有 

+ ；+⋯+ =，， + +⋯ + ． 

则 =Y (i=l，2，⋯，5)． 

引理的证明 对 s用数学归纳法． 

当s=1时，取 r=1，有 l=，，1． 

假设当s=t时引理成立。 

当s=t+1时，若 ⋯ ≠ +l，不妨设 ⋯ 

<Y⋯．则 

( (焘) +．． +(筹) 
：( ) +( ) +．．·+(焘 孔 
又 0< <1(1≤i≤t+1)，令 卜+ 

+∞，有 0≥1，矛盾． 

因此 ， ⋯ =Y⋯ ． 

故 + ；+⋯ + ： 

=y +Y +⋯+Y：(r：1，2，⋯)． 

由归纳假设知 ：y (i=1，2，⋯，t)． 

由数学归纳原理知引理对一切正整数 s 

均成立． 

回到原题． 

由于 o1、02、口3、bl、b2、b3互不相同，故 

02b1≠03b1，口3bl≠口362，口162≠口163， 

口lb3≠0263，azb1≠0,263． 

由式⑦及引理得 

a2b1=a362=nlb3，口36l=aI62=azb3，⑧ 

或 口261=口l62，a3bl=a163，0362=口263． ( 

若结论⑧成立，则 

n26l 0362 0163
。

。2 口3 口l 
—

a3bl 一a
l
b2 ’ 

这与 0 、 、。，互不相同矛盾． 

所以，结论⑨成立． 

于是 ， ： ： ． 

设 ：车(( ，2)：1，z≥1)．则 

b =粤o (i=1，2，3)． 

由26。+62=粤(20。+02)及题设(取，l=1) 

(20l+ 2)I(26l+62) 

知_等．为整数，即f_1． 

所以，b ：玩 (i=1，2，3)． 

(熊 斌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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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t矿+(n-2)t 心．式2 式．i=l ,=I i=l 即

由对称性，不妨设从是 bl,b2 '…，从中最
小的一个则

n " 

(n-1) I: 矿+ (n -2) I: a;b;
i=l i= l 

�(n -1) bi + (n -1)� 贮(n-2)�aib 11=2 i=l 

�(n-l) bi+ (�b;f +(n-2)b1

= (n -1) bi + (1 -b1) 2 + (n -2) b1

＝咐+ (n -4)b1 + 1 

习=�ai;式8 a:.i=I i=I 
6. 如果mn=l,则结论成立．
下设mn�2. 由于
n°(am0 +bn 6)
= (a +b)n° •• +a[ (mn)" -n•••J,

故只要证明存在无穷多组互质的正整数a、b
使得

(a +b) I [ (mn)" -n尸••],(a +b,n) =1. 
令p=a+ b. 
只要证明存在无穷多个质数p及正整数

a(l:s;,a:s;,p-1), 使得
p I [ (mn) a - nP ] .
由费马小定理知，当
a 1 三三 a2 (mod p -1) ,a1�l ,a2 �1 

时，有

中等数学

(mn) 01 = (mn)勺(modp).
因此，只要证明存在无穷多个质数p及

正整数a,使得
pl[(mn)0-n]. (D 
假设这样的质数只有有限个，记为p口

P2 , …, p,(由于mn;;;;?:2,这样的质数必存在）．
设(mn) 2 -n = p�• 庐…忙， ＠

其中，a,(1� 这 r) 为非负整数．
取a=p�• 疗…p;'(P1-1)…(p,-1)+2. 
设(mn)0 -n =付悼…伈， ＠ 

其中，且(1� 这 r)为非负整数
若p,ln,则由式＠及a;;;;?:2可知伈In.
故伈l[(mn)2-n].
从而，由式＠知且幻斗
若pJn,则pJm. 故(p;j +I

,mn) = 1.
由欧拉定理知（注意叭p�j +l)=p�i (p, -1)

为a-2的约数）
(mn)0 -n= (mn) 2 -n(mod p�j +I).
由于p�i

+
I'}[ (mn)仁 n]'故由上式知

p�j + 1'} [ (mn)0 -n].
因而，B尽a,. 于是，
(mn) ° -n =P':1的…伈

勺 p�•,平..忙= (mn) 2 -n,
与a >2矛盾

所以，存在尤穷多个质数p及正整数a,
使得pl[ (mn) 。 一n].

（熊 斌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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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天
一,

规定

,

, 。满足

叭̀ 一 、 任 , , … ,川
两个半径不相等的圆 、几 交于点

、 ,点 、 分别在圆 、几 上 ,且线段

以 为中点 ,延长 与圆 厂, 交于点 ,延

长 与圆 几 交于点 ,设线段 、 的

中垂线分别为 , 、 证明
与 相交

若 与 的交点为 ,则三条线段

、 、 能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熊 斌 供题

确定所有由整数构成的非空集合 ,

满足若 。办任 办可相同 ,则 一 呀

陈永高 供题

求所有的正实数 满足 存在一个由

实数组成的无限集合 , 使得对任意的 、 、

任 、 、 可相同 ,及任意实数 与正实
数 ,均有

二 一 一 , 一 ,肠一 卜以

张思汇 供题

第 二 天

给定整数 设 个非空有限集

私 二 任 , 任 一任 , 诺

求 十 … 。的最小值

何忆捷 供题

对正整数 及整数 〔 “ , 设

二二 , , 〔 ,

记

又设

, , 二习 , 。̀

幂 证明

、 、, 任 , ,且 。 不是 的方

若 , , , 则对任意正

整数 有 , , 艾颖华 供题

给定正整数 、 求具有下述性质的

最小整数 〕 若一个 元整数集含

有模 的完全剩余系 ,则其有一个非空子

集 ,其元素和被 整除 瞿振华 供题

参 考答 案

第 一 天

因为 、 、 、 和 、 、 、 分别

四点共圆 ,且 ,所以 ,由圆幕定理得

` · ·二二, 吧尸丁二 叮 了二, 一叫 了 百一尸二 , 气 二, 兮 甲

·刀 · 月

“硒 `
利用上述等式 ,还可将原题作如下推广

推广 设 是■ 所在平面内一点 ,

尸、 分别与对边 、 交于点 、 ,且分

别与 ■ 的外接圆交于另一点 、 ,石刃

与 月夕交于点 , 与 交于点 则

二 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尸平分乙
此外 ,还可将其类比至三角形的外心 、垂合、

重心等巧合点 ,得到类似结论 本文不再赞述
参考文献

【 宋宝莹 译 第 届丝绸之路数学竞赛 〔 中等数

学 , 一 增刊

〔 」危博伦一道国外竞赛题的另解〔 中等数学为



cB · 二 · · 二 · ①

假设 与 不相交 则

劝器器
代人式①得 , , 劝 二

故 土

因此 , 、 分别是圆 、 的直径 ,

即圆厂 、几 半径相等 ,矛盾

从而 , 与 必相交

如图 设 与 的交点为 联结

、 、尸

图

则匕 艺 召 二匕刀召 二匕

由 土 ,知 平分匕

又点 尸在 的中垂线上 ,故 在■月君

的外接圆上

则艺 尸尸二 “一匕

二艺 艺

二 匕 二 乙 召召

从而 ,点 在以尸为圆心 、 为半径的

圆 上 ,记其半径为

由圆幂定理得

· · 护 一矿

则 护 `尸 一

二 尺 一以 , 以 , 咫 ,
故线段 、 、 可构成直角三角形

若集合 中只有一个整数 ,则集合

满足条件

下面假设集合 中至少有两个不同的整

数 则 中任两数之差有最小正值 ,记为

从而 ,存在整数 使得

中 等 数 学

、 任

故 一 任 ,

一 一 任 ,

二 一 一 任 ,

一 二 一 任

由上面的构造 ,知若

、 任 ,

则 土 办 一 办 〔

由 。 任 , 水 , 可验

证 。满足条件

若 尹 。, 则对任何 〔 、 。,存在整数

使得

`

由于 、 中至少有一个不是 的倍

数 ,故 、 中至少有一个属于

由 的最小性 ,知 到 中数的距离至

少是 , 故只能 任 。, 且

二 翻劝 二 〔

下面证明 二 任

任取 任 ,则由

秃〔

劝 ,

井 、 士 、 土 任

井 士

土 一 任
由数学归纳法知

任 任

劝 秃 任 二

故 二 任 也满足条件

综上 ,所求的集合 恰有三类

或

任 , 牛 或

任 ,

其中 , 、 任 ,

, ·“,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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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裔 ,则“ ,·
令二̀ 几̀ , , , …

假设存在 。任 , ,及 `、 声 满足

二 一̀ 一 , 一 , 。一 川 鉴 ,

, 一 一 蕊 一 蕊 一

巨口 一 蕊 劣 一已蕊

仁 一亡 毛 一 簇吸 忿 回

②一①、③一②得

第 二 天

④⑤一 蕊为一 簇̀ ,

一 ` 鉴 一为鉴 ·

由。专,知̀一
故由式④、⑤得

一 ` ,气 一

结合又 ,知 无

, 一 一 ,

一 ` 一`

又丝二兰 竺二二三生二

对整数 ,证明对任意正整数 有

, , 十, 〕

先给出两个明显的结论

对有限集 、 有
■

若非空有限集 、 满足 ■ 二 ,

则 多

事实上 ,假设不然 ,则必有 ,

于是 , 八 二 或 ,矛盾

当 时 ,由条件与结论 知

` , 一` 妻 一

无 一 , , … , 一
又 人 十, 及结论 得

, 。一
左一

井凡二一, , 。 习 一, 一̀一, 、一`

一气

二几一

` 一 `

一 '

` 一 人一

` 一

一】

二 名 、 一 ` 、,` 二

同理 ,当 二 时 ,有

` 双 一̀ ` 认 一̀

二 一 , , … , 一 ,

矛盾
且 , , 十̀ 〕

公习
故上述构造的无限集合 满足要求

”̀ ,̀合

劝 十一二 , 一 ,

` 二 `

下面证明 对任意无限集合 中任意三个

元素 , 均存在 任 , 任 十, 使得

一 。一 , 一。 , 一 十 感以

一

事实上,令。宁 ,“一二则
二一 一 , 犷一 , 一 川

一 一
二 一厄一, ,一厄一卜花犷了

丫 韶 “̀·
综上, 。`合·

二
另一方面 ,取集合 , , … ,人 ,̀ 如下

二̀ , , … , , , … ,几 ,

、 , ,

凡万二 弄 , …弄,' 一 仃 马,…弄

对这组集合 ,易验证 ` 卜 对

任意的 、 任 , , … , 川成立

此时 ,经计算得

十,率五苦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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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取前 个集合时 ,得

二二凡 , ,一无二 ,
由 , · 、̀ ,知对任

〔 。

意 任 ,

叮

任

综上,、。的最, 、值为哥·,其中,〔·」
有

且 。̀
〔

表示不超过实数 的最大整数

对任意正整数 , 设 “的二进制表

示为

二 , 心 … `,

其中 , ` , 二 吸·

定义 “ , , 心, … , 心 ,并约定

为空集

由卢卡斯定理 ,知 二为奇数当且仅当

二 故

。, 二习 ,口“,二开 , “ ,
月 侧 任 几

其中 , , 表示 的元素之和

设 、 、 满足题意

下面证明 若

利用上述证明的两个命题得

任 劝 二

从而 ,对任意正整数 有

, ,

。“
。任丁

。̀
任八几

则 二

先给出下面两个命题的证明

命题 用 表示正整数 的最大奇

约数 , 则对任意非负整数 鉴 ' , 有

。, ` , 。 。, 二

命题 的证明 由因式分解得

, , 一 二 , ,一' … , , ` 。,`一

劝 。 , , , ` 二 , , ` , 一

幼 , , ` , 。, 二

命题 利用题目条件 不是 的

方幂 ,证明对任何整数 , 都有了 也

不是 的方幕 ,即 , , , `

命题 的证明 事实上 , 的情形即

为题设 , 由此还知必有

而当 时 , 注意到 ,

。, ` , 或

又 , , ` , 故 。, `

回到原题

·̀二 , 一̀合 〔̀ ,·, ·,〕·
首先证明

二 ,一合〔̀ ,·, ·̀〕·①
设 二 , , , 二

若。,冬 , ,考虑一个模 的完一曰一 ”一、一 ' 一产' 砂尸印 ” 八 ” ' “ 了“

全剩余系 , , … , 。, 其模 的余数恰为

,个 , , … , 这样的一组完全剩余系是

存在的 , 如下面 个数

二 , , … , , 二 , , … , ,

再添上、二。一冬 、, 一个模。余' `” 一 '一 '一 ”一、一 ' 一 一 ' ' 小

的数 ,儿 , … , ,则集合

注 , , , … , 二, , , … ,

含有模 的完全剩余系 , 但不存在非空子集

的元素和被 整除

事实上 ,集合 中没有一个元素被 整

除 ,故 的每个元素除以 的最小正余数之

和为

… 二 一 ,

从而 ,集合 中不存在非空子集其元素

和被 整除

因此,二 一合 `,即式①
成立

其次证明

二 , 一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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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要求

反复利用结论 个整数中必存在若干

个之和被 整除

设这 个整数为 , , … , ,令

二 … ·̀

若有一个 被̀ 整除 , 则结论成立 否

则 ,存在 鉴 ,' 鉴 ,使得

,̀

” 一 ` ` ` … ·
由上 ,知在 个均被正整数 整除的整

数中 ,必可取出若干个数之和被 整除

对原问题分两种情形讨论

又·、合 ,̀

·,。合 【警·

专 , 十子 ,故
“

于是 ,可从这些 己一集中选 出一些 ,其总

和被 二 整除

·合 `·

此时, , 一合 , ·
设 是一个 元集包含模 的完全剩

余系·, , ,…, ,另夕卜还有。一合爪、

`·蛋合 , · 若 是奇数 , 则由 的论证 ,可将一

模数个个

此时 , 二 如果一个有限整数集的所

有元素和可被无整除 ,则称 “ 一集 ”

设 , , , … , 。是模 的完全剩余系 ,

将这些数分成 组 , 每组构成模 的完全

剩余系 设 , , … , `是一个模 的完全

剩余系 则 二̀

若 为奇数 , 则可将一个模 的完全剩

余系分成宁个 集,如

一集

的完全剩余系分成合 “ 个

另夕卜,一合爪“ 个数又可分成

, 一, , … , 宁 , 望 , `

共有冬 ` 个一集` 、 '刁 ”一' 、一 ' 一产 ' 一 月、'

由于二。合爪“ `,故从这些 集
中可选出一些集合 , 其总和被 二 整除

若 为偶数 , 类似地 ,可将 , , … ,为

, 、 二 , 二 二分成普个以一集 , 此时多余拜
产̀ ' 一 门、 ' 一 , 、 了了 '

一 , 二一 , 人 , 。、, , 一 ,注意到 ,两个模 余 答的数又可组成一
一 , 一`” ` ” 一 , 、 '碑 `

个 一集 则从一个模 的完全剩余系中可

取出粤 , 粤个一̀集 〔〕表示不超过` `

实数 的最大整数

一合 , ,组数,每组̀个数,每一组
中又可取出一个 一集 , 即从另外的数中可

找到。一冬 , 个、 集这样共得到一̀、一`一' ”一 、一 ' 一产 ' 一 `、 ' ” 、 ' , 一刁

“ 个 一集

若 是偶数 , 则由 的论证 ,可将一个

模 的完全剩余系分成冬 , , 粤个·, 、 矽 ·一 “ 、 一 '一一̀ ' 」 '

一集

当 , 时,。 。一合
个 一集 这样共得到 个 一集

当 , 为奇数时 , 剩余的 `也是一个
` 一一 , , 、 `

亏一集,共有 一 ` '个亏集,

从中可取出至少 ,一合 ` 合个
一集 这样共得到 个 一集

最后 , 从这 个以一集中可选出一部分

数 , 其总和被 二 整除

熊 斌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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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于2016年11

月21_25日在湖南省长沙市雅礼中学举办．

本文就本次赛事试题的解题思路及一些不同

方法作介绍，并略作评论．

试题可参见本期第18页，本文不再重复．

1．题中并没有说a、b、C为整数，但由秽。

在n充分大时为整数，反推可知a、b、c均为

有理数．U。整除影。的条件一时也用不上．先

尝试利用特征方程求得{M。}与{秽。}的通项

公式，分别为
1

M。=÷[(1+√乏i)“+(1一√乏i)“]，
厶

秽。=cl(一1+242 i)“+c2(-1一址i)“+c33n．
通过初值列出方程组

影0=C1+C2+C3
2

o，

秽1=(一1+2厄i)c1+

(一1—2厄i)c2+3c3=b，

移2=(一7—4厄i)c1+

(一7+4厄i)c2+9c3=c．
从中解出C。、C：为共轭复数的形式，且具

有如下形式：

c1=，．+s 42 i，c2=r—s 42 i，

且c，也为有理数，记C，=t．

则r、5、t∈Q．

若记O／=l+√2 i，冱=1一以i，则

d2=一1+2厄i，瓦2=一1—2厄i．

收稿日期：2016—12—17

故H。=÷(d“+技“)，
二

口。=(r+s在i)a24+(r—s在i)孑”+t3“．

怎么将可。除以U。呢?注意到，秽。的两个

虚特征根恰为d2、a2，可设

W。=2((r+S√2 i)““+(r—s√2 i)五”)．

则z)。=UnW。+(2r—t)3“．

{W。}满足

Wo=4r，W】=4(r一2s)，
ZW

1 3w 2 )．n
2

n一
一 n—L凡 J·

选取一个正整数k，使得b、凰、忽均为整

数，故砌。、砌。均为整数．结合递推关系，知

枷。为整数．

从而，kv。=ku。W。+k(2r—t)3“．

由条件，知当n≥Ⅳ时，

U。lk(2r—t)3“．

由(M。，3)=1，得u。I k(2r—t)，n≥Ⅳ．

再证明{U。}无界，从而，2r—t=0，由此

便不难推出结论．

【评注】这是一道比较常规的递推数列

问题，方法直接、容易上手．但是有一定计算

量，考生有回避计算的倾向．在决定是否要解

出具体的通项公式时，很多考生犹豫了，去尝

试其他方法，在其他方法走不通后又回到解

方程组上．解题的关键需要观察到特征根之

间的平方关系，之后还有许多细节需要仔细

论证．作为第一题，复杂度略高，需要不少时

间．考生的解答都与标准解答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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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的平均分为6．0分．

2．如图1．

P

／ 勿‘

隧：、德
幽1

解答由几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合而成．

(1)4、D、L三点共线

牟≥b2+c2=。(b+c)．

标准解答中利用

邶正点共线甘舞=器，
再用正弦定理计算．

(2)P、X、Y、Q四点共圆

铮P、Q、0、，、丁五点共线，

这里，r为外接圆在点A处的切线与BC的

交点．

标准解答中考虑三个圆并用根心定理．

(3)D、，、r三点共线

§b2+c2=o(b+c)．

标准解答中利用梅涅劳斯定理

o、，、r三点共线甘筹·努·筹=1，
再通过计算，证明．

【评注】本题是中等难度的几何题，或多

或少需要计算．熟悉某些几何性质，会在某些

步骤上较快地突破．

例如，(1)中设AD的延长线与△ABC的

外接圆交于点E则

4、D、￡三点共线

铮ABEC为调和四边形

一AB——EB—．sin。!二BAD
—AC—EC—sin么CAD。

再由正弦定理得b2+c2=a(b+c)．

(3)中也可以作00’上BC，口’上BC，利用

o、，、r三点共线§等=舁，
再通过计算．

本题的平均分为9．1分．

3．以所有结点为顶点、基本线段为边作

图G．G的2度顶点有4个，设3度、4度顶点

分别为戈、Y个，边数为Ⅳ，即基本线段的条

数．通过计算度，每个小矩形的所有顶点总和

以及度与边的关系，可得两个基本等式：

2 016 X4=4+2戈+4y々令戈+2y=4 030．

及N=÷(4×2+3戈+4y)

=4+{■+2y=4 034+云喘．

求Ⅳ的最大和最小值转化为求戈的最大

和最小值．

首先，石的最大值为4 030，此时，Y=0，

在1 X2 016的划分中取到，Ⅳ。。=6 049．

要求戈的最小值，考虑在矩行R内部的

基本线段落在s条水平直线和t条垂直直线

上，可在每条直线上找到至少两个3度顶点，

且互不相同，从而，石≥2s+2f．

另一方面，(s+1)(t+1)i>2 016．

可推出戈≥176，从而，Ⅳ≥4 122，等号在
42 X48的划分中取到．

【评注】最大值部分较容易，有多种做法．

例如，对n归纳证明将一个矩形划分成n个

小矩形时，基本线段的条数不超过3忍+1．忍

=1时结论显然．假设ni>2，且结论在小于n

时成立．考虑矩形R被划分成了n≥2个小矩

形，共有Ⅳ条基本线段．不妨设有一条水平

基本线段在矩形内部．将矩形R的底边f向

上平移至27，第一次碰到矩形尺内部的水平

基本线段，设恰有k个小矩形其两条边分别

在Z、Z’上．用刊哿原矩形分成两部分，上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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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矩形R’被划分成n—k个小矩形，共有Ⅳ’

条基本线段．可证明Ⅳ≤N’+3七．由归纳假设

N 7≤3(n—k)+1，从而，N≤3n+1．

还可以利用欧拉公式．

矩形尺外部区域看作一个面，则共有

．厂=2 017个面，e条边(即基本线段)，钐个顶

点．欧拉公式给出口一e+厂=2．又移个顶点

中，除了4个度为2的顶点，其余顶点度至少
1

为3，故e≥÷[4×2+3(秽一4)]．代人即得
二

e≤6 049．

最小值部分需要一个关键想法，即将一

条基本线段向两端延长总会到达两个3度顶

点，以此来估计3度顶点个数的下界．

总体是中等难度的组合极值问题，部分

考生可能被前两题拖累而没有时间思考此题．

本题的平均分为7．5分．

4．以n!个排列作为顶点，两个排列互为

翻转就连边，这个问题相当于证明此图中含

有哈密顿圈．这是一个n!阶n一1正则图，图

论中能够证明含有哈密顿圈的一般性结论

(如Dirae定理或Ore定理)在这里用不上．

只能对这个特殊的图具体处理．尝试孔较小

的情形，容易想到归纳法．在从n过渡到孔+1

时，需将n+1个圈剪开拼成一个大圈．从哪

里剪开?若加强命题，要求P，=(1，2，⋯，n)，

P。=(儿，⋯，2，1)，则能顺利地构造n+1个

圈，第i个圈上的排列是所有以i为结尾的排

列，且在第i个圈上(i+1，⋯，n+1，1，⋯，i)

和(i一1，⋯，1，n+1，⋯，i+1，i)相邻，从这

里剪开，再适当地拼成一个圈．

【评注】本题是一个构造性的组合题，通

过对n较小情形的尝试，不难发现构造方法，

且不止一种构造方法．本题是这次冬令营中

唯一的算是容易的题目．

本题的平均分为18．3分．

5．通过n=P8和n=p。g等特例的探索，

发现很难找到满足要求的陀．猜测不存在这

样的n．

反证法，假设存在．

(1)n∈G，且由此可得G的公比A为正

整数．

(2)n≠p8．

(3)标准解答的主要想法是说明子集A

中被某个素数整除的数超过一半，从而推出

子集A中所有数均被P整除

取素数P12,p=p“m，p十m，O／i>2，mI>2．

设g为m的一个素因子，p≠g．1、q中至少有

一个属于子集A．G中至多仅个被P整除，推

出子集A中至少O／r(m)一仅个被P整除．

在r(m)i>3时，可证明：
1

O／r(m)一仪≥÷14 I+1．
二

从而，子集A中有相邻两数均被P整除．

于是，子集4中所有数均被P整除，与

1、q之一属于子集A矛盾．

(4)讨论n=p“g的情形．

【评注】还有几种可行的办法，例如，先

通过讨论子集A中最小两数的情形，对子集

A的公差d给出上界估计，再讨论子集A的

最大数，从而，得子集4的元素个数的估计．

在大部分情形下，可证明此时子集A的元素

个数已超过I D。l一3．接下来对剩余情形讨

论．具体来讲，可按下述步骤证明：同标准解

答一样，先证明凡∈G，于是，G的公比A为正

整数；再证明n≠p“，故n至少含有两个不同

素因子．由于I GI>13，则n的某个素因子次数

不小于2．设P<g是n的最小两个素因子，则1、

p、g中至少有两个属于A若詈∈G，即A=p，则
，

l、P∈A，子集A的公差d=p一1，且号∈A
q

旦一1

因此，IA I≥旦_广+1>旦．
p—l pq

若兰∈A，由于d≤g一1，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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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一1

14 I≥卫_+1>旦．
g—l pg

可以证明，旦≥r(凡)一3(注意陀有一个
Pq

素因子次数不小于2)，除了n=4q和89．最

后再讨论这两个个例，此时必有A=2．

本题是略带组合味道的数论问题，证明

的逻辑过程比较长，讨论的分支也较多，需要

慎密的推理．方法的选择也很重要，优化估计

以尽量减少个例的讨论．问题的提出方式以

及答案是不存在也给解题带来一定干扰．

本题的平均分为8．7分．

6．n为偶数的情形较易，可利用不等式：

当戈、y∈[口，6]时，羔Y∈[詈，ib]，

(手一詈)(爹一鲁)≤o
j≤一f孚+¨”一+1≤o．j

y1一li+-21 y一+1≤o‘

取戈=戈i，Y=戈⋯，有

暑≤伊斗飞¨
对i求和即得

薹著≤伊号一·)豁
不少考生用上面的方法解决了坨为偶数

的情形．但n为奇数的情形用这个方法不好

处理．标准解答用一种方法统一处理了n为

奇数和偶数的情形．

记原分式为f(戈，，戈。，⋯，戈。)．固定戈。，

戈，，⋯，戈。，看作咒，的函数，利用两次求导可以

证明是下凸函数．从而，可将戈．调整到[Ct，b]

的边界上，使得分式变大．类似处理石：，戈，，

⋯，戈，}·

因此，可以假设戈i∈{a，b}．若有连续三

项为b、b、a的情形，将其调整为6、a、a，证明

分式变大．故可以假设没有相邻的b．现假设

有m(m≤号)个6．通过计算证明在m=【号】时
取得最大值，其中，[戈]表示不超过实数戈的

最大整数．

【评注】还可以用排序不等式将分子变为

下标对称的形式来处理．将石。，戈：，⋯，石。从小

到大排列为Y。≤y2≤⋯≤y。．贝4

§戈； §Y；

笪堑≤笪丛生．
∑戈i ∑Yi

当n=2m时，对o≤U≤移≤b，证明

等+芝≤(詈+鲁-1U )(M+口)；秽 ＼D 口 7

当n=2m+1时，对a≤11,≤w≤口≤b，

证明

等+去2+i11)一<～州m(a洲3+b3))n++a酬2b[It+V+卦
本题考查了基本的分析能力、凸函数、调

整方法、排序不等式等，属于中上难度的不等

式问题．

本题的平均分为5．7分．

【总体评价】本届冬令营试题比较全面

地考查了四个板块的内容，代数、组合各两

题，几何、数论各一题．难度适中，没有偏题怪

题，很多题都有部分分值．六题中有一道较容

易的题，外加五道中等或中上难度的题，没有

一道平均分在3分以下的难题．全部考生中

有一人满分和一人接近满分．考试中反映的

一些问题，包括考生的计算能力下降，对多情

形的讨论分类不够仔细，且对一份由三道中

等难度试题组成的考卷思想准备和策略准备

不足．平时学习时，应注意四大板块的方法技

巧学习要全面，书写表达要注意逻辑严密，对

于做完的题还应思考是否可以优化表述方法

以及证明过程，一个好的解答应该表述简洁

易懂而又不失严密性．



l8 中 等 数 学 

第 33届 中 国 数 学 奥 林 匹 克 

中图分类号：c424．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16(2018)02—0018—06 

1．对正整数 n，定义 为具有如下性质 

的所有素数P构成的集合：存在正整数 。、b， 

使得 、 均为与P互素的整数．当 
P P 

为有限集(包括空集)时，用f(rt)表示 ／4 的 

元素个数．证明： 

(1)A 是有限集的充分必要条件为 ≠2； 

(2)若 k、m为正奇数，d为 k与 m的最 

大公约数，则 

d)≤厂(k)+_厂(m)-f(km)≤2厂(d)． ① 

(何忆捷 供题) 

2．设 n、 为正整数， 

T={( ，Y， )l 、Y、 ∈Z，1≤ 、Y、 ≤n} 

为空间直角坐标系中Ft。个整点构成的集合． 

已知集合 中(3 一3n+1)+k个点染成红 

色，满足：若集合 中两点 P、Q均染成红色 

且 PQ平行于坐标轴，则线段 _尸Q上的所有整 

点也均染成红色．证明：存在至少 k个互不相 

同的立方体，它们的边长为 1且每个顶点均 

染成红色． (艾颖华 供题) 

3．设正整数 g不为完全立方数．证明：存 

在正实数 c，使得对任意正整数 II，均有 
1 2 l 

{nq了}+{nq丁}≥c凡一丁， 

其中，{ }表示实数 的小数部分． 

(安金鹏 供题) 

4．如图 1，圆内接四边形 ABCD的对角 

线交于点 P，△APD的外接圆、△ BPC的外 

接圆分别与线段 AB交于另一点 、 ，，、t，分 

别为△ ADE、△ BCF的内心，线段 与 AC 

交于点 证明： 、，、 、E四点共圆． 

图 1 

(熊斌 供题) 

类似地， 

G1F： 一下FD +FE
， 

GzH ： 一H

T

I+big
． 

设AF=IB：c， =EC=b， 

BD =GC=a，FI=OtC，HE = ． 

~IJA—G： 
， 

= 十

一

FA=一 ． 

类似地，一G2A=一 主 
． 

i~A—GI： 业
， 

：  
越

． 

由 1 
l+ 

1 

2 

：  ：  
， 

知 G、G 、 三点共线 ，目．点 G平分线段 G1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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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给定奇数 n≥3，用黑白两种颜色对 

×n方格表的每个格染色．称具有相同颜色 

且有公共顶点的两个格为“相邻的”．对任意 

两个格 a,b，若存在一系列格 c ，c ，⋯，c 使 

得c1=0，c =6，cz(i=1，2，⋯， 一1)与c⋯相 

邻，则称 0与 b“连通”．求最大正整数 M，使 

得存在一种染色方案，其中有 个两两不连 

通的格． (王新茂 供题) 

6．已知 、矗为正整数，n> ．给定实数 

口l，口2，⋯，口 ∈( 一1， )．设正实数 1， 2， 

⋯

， 满足对 {1，2，⋯， }的任意 元子集 ，， 

均有∑xi≤∑％求 ：⋯ 的最大值． 

(瞿振华 供题) 

参 考 答 案 

1．(1)当 n=1时，显然，不存在素数 P 

满足条件．故 A = ． 

当n=2时，对于任意的素数P，取 0=p， 

6：p ，可使 ：l+p与 ：1+p：均 
p P 

为与P互素的整数．故 A 包含全体素数，为 

无限集． 

当n≥3时，对任意的素数 P，设正整数 

口、b满足z， (n+b)=1， (口 +6 )：2，其中， 

。(Z)表示正整数 z所含素因子P的次数． 

设 a+b=sp，( ，P)=1． 

易知，a．b均不为P的倍数 否则，不妨假 

设p10，于是，PI6．故 。(Ⅱ +b )>in>2，矛盾． 

若 为偶数，则 

O兰。 +b =0 +( ～0) ---2a (rood p)． 

而 (0 ，P)=1，故必有pl2．此时，A 为有 

限集．事实上，P=2也不满足条件，即A = ． 

若 n为奇数，则 

0三0 +( 一0) 三n 一 (rood P )． 

而(sⅡ一 ，P)=l，故必有P 此时，A 为 

有限集． 

综上，当且仅当正整数 n≠2时， 为有 

限集． 

(2)下面证 明：当 n为正奇数时，素数 

P∈A 当且仅当 (n)=1． 

当 =1时，显然成立． 

当n>1时，设P∈A ．由前知 (n)I>1． 

故 。 +6 =n +(sp一口) 

一 1 ( 一1)2 2 一2 
三 nspa 一——— ——一s P 0 

-~nspa一 (mod P )． 

因此，当 ( )i>2时， (0 +b )≥3， 

矛盾 ； 

而当Up( )=l时，取 口=1，b=p一1，则 

P(口+6)=1， P(n +6 )= p(np)=2， 

满足条件． 

对于任意的素数P及正奇数 n，定义 

：  

．

； 

则‘厂( )：∑ (n)，其中，约定“∑” 

表示对一切素数P求和． 

注意到，当 、m为正奇数时，km与 d= 

( ，m)也为正奇数． 

因此，式①等价于 

∑ (d)<-2x,( )+∑ (m)一∑ ( ) 

≤2∑ ( )． 

仅需证明：对于任意的素数P，有 

(d)≤ ( )+ (nz)一 ( m) 

≤2x,(d)． ② 

(i)若 (d)=0，则 

rain ( )， (m)}=0． 

不妨设 ( )=O．则 (km)= (m)． 

故 ( )： ( )=0 ( m)= (m)． 

此时，式②成立． 

(ii)若 (d)=1，则 

min{ ( )， (m)}=1． 

于是， ( )>12． 

故 ( m)=0． 

不妨设 ( )=1．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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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n)一 ( m) 

=1+ (m)∈{1，2}． 

又 (d)=1，从而，式②成立． 

(iii)若 Vp(d)≥2，则 Vp(k)、Vp(m)、 

(km)均不小于2． 

从而， (d)、 (k)、 (m)、 ( m)均 

为0，式②亦成立． 

综上，对于任意奇素数P，式②均成立． 

由此，知式①成立． 

【注】证明当n为正奇数时，素数P∈A 

当且仅当 (砚)=1，也可直接应用升幂定理： 

设P为奇素数，a、b为与P互素的整数， 

且 P I(a—b)，则对于任意正整数 k，有 

(a 一b )=Vp(a—b)+ (k)． 

2．为方便起见，引人如下术语． 

若一个单位立方体的顶点均为红色，则 

称之为红色立方体；若一个单位正方形的顶 

点均为红色，且此正方形平行于 Oxy平面，则 

称之为红色正方形；若一条单位线段的顶点 

均为红色，且此线段平行于 轴，则称之为红 

色线段．设所有红点构成的集合为 ，平面 

=c上的所有红点构成的集合为 ，直线 

Y=b， ：C上的所有红点构成的集合为 尺 

先证明一个引理． 

引理 对正整数 1≤c≤n，R 中的红色 

正方形的数目不小于l R I一(2n一1)． 

证明 设 中有 ．s(C)个红色正方形，， 

条红色线段．从两方面估算 

一 方面，对每个 l≤b≤n，若 R 非空，可 

设其中X坐标最小的红点为 P， 坐标最大的 

红点为Q．则由题意，知R 恰为线段PQ上所 

有整点所构成的集合．于是，R 上红色线段 

的数目为 I I一1． 

故，=∑ (I R 。l一1)≥∑ I R6。l一凡 
k≠ Rk≠ 

= I R l—n． ① 

另一方面，每条红色线段在 轴上的投 

影为 x轴上的单位线段，将所有红色线段按 

照其投影分类．对于 轴上的单位线段 it，设 

以 u为投影的红色线段的数 目为 L．若 Iu≥ 

1，设以 为投影的红色线段的Y坐标的最小 

值为 ，最大值为 Y ，则 ，n≤ 一Yo+1． 

由题意，知对于每个整数 Y∈[Yo，Y ]， 

U×{Y}X{C}也均为红色线段．于是，对整数 

Y∈[Yo，Yl一1]，U×{Y，Y+1}X{c}均为红 

色正方形，共 Y1一Yo个，Y1一Yo≥ 一1． 

故s(c)≥∑(， 一1)≥∑L一( 一1) 
lu≥ 1 ， ≥1 

= ，一(n一1)． ② 

结合式①、②得 

S(c)>11一(n一1) 

≥l R I—n一(n一1)=l尺 I一(2n一1)． 

引理得证． 

设共有 c个红色立方体，S个红色正方形． 
一 方面，由引理知 

= ∑．s(c)≥∑( I一(2n一1))．③ 

另一方面，每个红色正方形在 Oxy平面 

上的投影为 Oxy平面的单位正方形，将所有 

红色正方形按照其投影分类．对于 Oxy平面 

上的单位正方形 ，设以 为投影的红色单位 

正方形的数 目为s ．若 s ≥1，设以 为投影 

的红色正方形的 z坐标的最小值为 zn，最大 

值为 I，则 S ≤z1一 +1． 

由题意，知对于每个整数 z∈[z。， ]， 

X 也均为红色正方形．于是，对于每个整 

数 z∈[ ， 一1]， X{z，z+1}均为红色立 

方体，共 Z1一gO个， l—Z0≥5 一1． 

故c≥∑(s 一1)≥∑S 一( 一1) 
≥ l ；el 

= S一(n一1) ． ④ 

结合式③、④即得 

C≥S一(n一1) 

≥∑(I R I一(2n一1))一( 一1) 
c=1 

= ∑I R。f一(3n。一3n+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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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13q手) 满足要求． 

反证法． 

假设存在正整数 n满足 

{ng丁}+{ng丁}<eft-T． 

记 f．[叼 ]， =[nq寺]． 

先证明：存在整数 r、s、t满足 

r +s ≠0， ≤ ，I S l<4一n， 十s ≠ 。l，．I≤√n，I l ， 

rl+sm +tn=0． 

事实上，考虑整数对的集合 

5={( ， )∈Z×Z 10≤ 、 ≤√ }． 

注意到，I sl=([ ]+1) >n． 

则存在集合 Is中不同的数对( ， )、 

( ， ：)满足 

1 Z+Vl，n三u2 +v2m(mod n)． 

取 r= --It2~$----V1--V2~t一  ，即 

满足要求． 

接下来考虑函数 

( )=r +S +t 一3rstx ． 

则 F(q丁)为整数． 

设I厂( )= +s +t，cD=e-T． ． Z I 

易验证 F( )= ) wx)f(03 )． 

由于 g不为完全立方数，则 q了、eoq亍、 

q了均不为-厂( )=0的根． 

故 (q亨)≠0． 

从而，I F(g丁)I≥1． 

又 l q了)l=I rg丁+sq丁+t l 

音 ，_(nq了一 )+ (叼丁一m)I 

≤ (I rI 丁}+I s l{nq了}) 

C 1 
< 一 =——— 一， 

n 13q了n 

g丁1) ∞ g})= q÷)I 

≤(If(wq了)-f(q丁)l+I／．(g丁)1) 

≤(1，．( 一1)q亍l+I s(o)一1)g寺l+ 

(13q丁4 n)一) 

≤( · + · + 2)‘ 
<13q ． 

则l F(q丁)I<1，矛盾． 

4．如图2，延长 肼，与△ APD的外接圆 

交于点 ；延长 ，与△ BPC的外接圆交于 

点 y，联结 、Py、 、馏． 

图 2 

注意到，，、．，分别为△ADE、△ BCF的内 

心．据内心性质知 

XI=XA．YJ=YB． 

易知，PX、PY分别为 APD、 BPC的 

平分线．故 、P、y三点共线． 

由 APX= CPY=／BPY， 

AXP= ADP = BCP = BYP， 

知 △ ∽△BPy X A= 

、
X／sin IXP XA sin EAP 

YJsin JYP YB sin FBP 

AP sin BAP 
一

BP sin／ ABP一“ 

这表明，点，、t，到直线 XY的距离相等． 

注意到，E、F两点位于XY的同侧． 

从而，，、-，两点位于XY的同侧，有u#xY． 

故 AKI= APX= AEI 

A、，、K、E四点共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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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考虑推广的问题． 

对 m×n方格表黑白染色，其中，m、rt均 

为不小于3的奇数．在给定的染色方案下，所 

有的格可被划分成若干连通分支，使得同一 

个连通分支中的格彼此连通 ，不同连通分支 

中的格不连通．连通分支的数目记为 

下面用数学归纳法证明： 

(1)K≤÷(m+1)(n+1)+1； 

(2)当K=÷(m+1)(n+1)+1时，方 

格表四角处的每个格均不与其他格连通． 

当 =n=3时，最外一圈八个格至多属 

于四个与中心格异色的连通分支，故 K≤5． 

等号成立当且仅当四角处的方格与其他五个 

格异色． 

接下来设 ≥5．记方格表的第 2行从左 

到右形成黑白交错的k段 ， ：，⋯，A ，各段 

的格数依次为 ， ，⋯， ．设 P为含有第 1 

行格但不含第 2行格的连通分支数目． 

记r ]表示不小于实数 的最小整数． 

下面估计 P． 

若 k≥2，A 上面的 个格中，最后一个 

格与 最后一个格以及 的第一个格中有 
一 个同色，从而，与第 2行的某个格连通；在 

前 一1个格中至多有『 ]个格与A 异 
色，且互相不连通．类似地，在／I 上面的格中 

也至多有『_ ]个格与第2行的格不连通， 

且彼此也不连通． 

对 1<i<k，A 上面的格除第一个和最后 

一 个格，中间 一2个格中，至多有l } 

个格与 异色，且互相不连通． 

故P ]+f_ ]+ 『-字] 
≤ ． 

若后= ，则也有P≤『-詈]= ． 
设 Q为含有第2行格但不含第3行格的 

连通分支数 目．由于 和 ⋯ 中总有一段与 

第三行中的格连通 (考虑 最后一个格和 

⋯ 的第一个格，它们异色，其中一个必与第 

三行的格连通)，故 

Q≤ ≤ ． 

设 尺为含有第 3至 m行格的连通分支 

数 目． 

由归纳假设(1)知 

冗≤ 1(m一1)(n+1)+1． 

下面证明：若 Q： ( 为奇数)或 Q 

=  (k为偶数)，则 

R≤ 1(m一1)(凡+1)． 

事实上，当k为奇数，且 Q： 时，若 

k=1，则 Q=l，第 2行所有的格同色，第 3行 

所有的格也同色． 

由归纳假设(2)知 

R≤÷(m一1)( +1)． 

若奇数 k≥3，设 4 下面的格为B ，由于 

A。，A，，⋯，A 均不与第 3行的格连通，故 曰。， 

B3，⋯，B 与 1，A3，⋯， 异色．于是，与 A2， 

A4，⋯， 同色．从而，B1， 2，曰3， 4， 5，⋯， 

一 。， 均连通． 

由归纳假设(2)知 

R≤ 1( 一1)(n+1)． 

当 k为偶数，且 Q： 时，若 

R=÷(m一1)(n+1)+1， 

则由归纳假设(2)，知第 3行第一个格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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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格异色，这样， 与第 3行的格连通．类 

似地，A 也与第 3行的格连通．由此，在 A ， 

。 ，⋯ ， 一 中，至多只有 段与第 3行中 

的格不连通．故Q≤ ，这与q：粤的假设 
矛盾． 

因此，当q： 或q：粤时，有 

R≤— (m一1)(n+1)． 

则 K=P+q+尺 

≤ + + 
1(m

一 1 ¨ 1) ≤——— ～ +—— 一+ (m一 (，2+1) 

=  (m+1)(n+1)+1． 

当等号成立时，必须 k为奇数，且 

p一 二生± 
— ‘  

2 。 

考虑 P的估计中等号成立的条件，知第 

l行第一个格与最后一个格分别被三个异色 

格包围． 

由方格表的对称性，知四角处的每个格 

均不与其他格连通． 

容易验证，对于第 i行 列的格，若 为 

偶数将其染成黑色；若 为奇数，将其染成白 

色．在此两种染色方案下，均有 

=  (m+1)(n+1)+1． 

综上，所求 ：÷( +1) +1． 

6．最大值为a1a2⋯a ． 

若 x =a (1≤i≤n)，贝U 1， 2，⋯， 满 

足条件，且XlX2⋯ =0l口2⋯a ． 

接下来证明： lx2⋯ ≤01a2⋯a ． 

当k：1时，结论显然．由条件即得 

≤af(1≤i≤ )． 

下面假设 k>12． 

不失一般性，设 

a1一 1≤ a2一 2≤ ⋯ ≤ a 一x ． 

若 a1一 l>10，贝4 0 ≥ f(1≤i≤ )，兰占 

显然成立． 

以下假设 a1一 1<0． 

取 ，={1，2，⋯，k}．由条件知 

∑( —Xi)≥o． ① 

故 a 一x >10． 

因此，存在 s(1≤s<k)，使得 

a1一 1≤ ⋯ ≤ 口 一戈s<0≤0s+l一 5+l 

≤ ⋯ ≤ 0 一 ≤ ⋯ ≤ an一 ． 

记 di=I a 一 {(1≤ ≤n)．贝0 

d1≥ 2≥ ⋯ ≥ >0， 

0≤ +1≤ ⋯ ≤ ≤ ⋯ ≤d ． 

由式①知 

一 ∑d +∑ d I>0 ∑ d ≥∑d ． 

记M=∑d ，N：∑ d ．则 

． ： ≥罂≥ ． 
注意到，对 >s，有 < <k． 

利用均值不等式得 

薏=( ( +妄))( ( 一毒)) 
≤ + 肌 ( 一 

≤ ( + 耋。(·一 
= (1+ 一 

≤( +志 一 ) 

≤( + 一 ) 
= (，+ ( k 1一 
≤ 1． 

从而，结论得证． 

(瞿振华 熊斌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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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X、Y均为正整数，由
M =5m1 +X +3Y =2 018, 

知X+3Y�2 018, 且
X +3Y=2 018 =3(mod 5). 
于是，X最大为144,相应Y=233.
故 Z =X + (1 +)..) Y�377 +233入

IHI 1IZI=-=-;,-;?: Z 377 +233入＇

当X= 144, Y = 233时， 上式 取得等号，此时，
m1 = m4 =235 ,�= m4 =468 ,m。 =612.
若X、Y均为负整数，设X=-U,Y= -V, 则
(u' V) = (J,. 'J,. + I) . 
由 M =5m。 +4U+2V =2 018, 知
4U +2V �2 018, 

且 4U+2V 三2 018心(mod 5). 
于是，U最大为55,相应V=89.
故IZl =IU+(l+入） VI 
�55 + (1 +入） 89 = 144 +89入，

IHI 1 1 IZI=-=--;,-;?: > IZI 144 +89入 377 +233入 ．

（上接第11页）
4. 在丛ABC 中，AD 、BE 、CF为三条内角

平分线 ，I为内心， 线段AD的中垂线与 BE、
CF分别交于点 M、N证明：A ... N、I、M四点
共圆

(2009, 俄罗斯数学奥林匹克）
提示 运用推论1'知A、B ... D、M,A、C、

D、N分别四点共圆
则乙AMB=乙ADB,乙ANG=乙ADC.
故乙AMI+乙AN!=乙AMB+乙ANG
＝乙ADB +乙ADC =180°. 

由此即得结论
s. 已知O为丛ABC的内切圆圆心，K为

丛BOC的外接圆与乙A的平分线的交点，L
为丛AOC的外接圆与乙B的平分线的交点，
P为线段KL的中点， M关于点P的对称点

为O,N关于KL的对称点也为0. 证明：四边

中 等 数 学

(2) IHI�4.
若X、Y均为正整数，则

IZl=IX一入YI= IHI 
X+(l+il)Y 

4 4 1 
三X+3Y气而j > 377 +233入 ．

若X、Y均为负整数，令X=-U,Y= -V, 则
IHI IZI= IU-入VI=

u + (l +入） V
4 4 1 

气U+2V丐丽 > 377 +233入 ．

综上，当且仅当 Z = 144 - 233 入， m。 =

612 ,m1 = m4 = 235, m2 = m3 = 468时，IZI取
到最小值

故使S最大的2 018个点放置方式为从
某个顶点开始，逆时针方向依次在正五边形

的五个顶点上放置612、235、468、468、235
个点

（熊斌 提供）

形应MN为等腰梯形
(2009, 马其顿数学奥林匹克）
提示 运用性质3 (2), 可知L、K为

丛ABC的两个旁心则L 、C 、K 三点共线
注意到 ，PCII MN,四边形LOKM为平行

四边形，以及LC为ON的中垂线由此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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