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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点分析

本部分内容的关键词主要集中在交通的“方式”“布局”及对区域发展的“意

义”。从近年北京高考（等级考）的内容来看，考查相应地主要集中在运输方式的

优缺点、交通线布局的描述和区位条件分析、对区域发展的积极意义三个方面。

如，在管道运输和水路运输中任选其一，评价该运输方式的优势和不足；分析甲

高速公路施工难度大的原因，概述该公路对大别山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等，均

要求考生通过所给图文资料获取区域地理环境特征信息，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

环境各要素的特点，从而有针对性地分析影响交通的区位条件以及对社会经济

发展的积极意义。

二、思维构建

考生要善于运用地理要素综合的方法，分析地理事物的成因和意义，包括“交

通”主题。地理要素包括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地理要素。自然地理要素包括气、地

（形、势、质、貌）、水、土、生，属于考生比较熟悉的内容。但对人文地理要素，有考生

还不熟悉。根据教材相关内容，人文地理要素是指人口、聚落、产业（农业、工业、服

务业）、交通和基础设施四个方面。地理要素的各项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一

致。可持续发展是指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对生态系统，考

生可理解为自然地理要素；对社会系统，可理解为人口与聚落；对经济系统，可理解

为产业与交通。考生心中有了各项地理要素，对很多内容就可以轻松地分析出来，

而不是没有地理思维地去死记硬背。图1是运用地理要素综合的方法建立起来的

交通运输的布局条件与意义的分析思路。

图1

如图1所示，自然地理各要素和人文地理各要素均会影响交通运输，表现为影

响交通方式的选择、交通线的分布、建设难度与成本等多方面。自然要素影响交通

运输，如常见山区、跨越河流，使交通运输修建难度大，需要桥梁与隧道，交通方式

以公路为主，铁路为辅；人文地理要素影响交通布局，如人口城市密集的地区、产业

发达的地区，运输需求大，加上资金、技术的支持会促进交通线的修建。而人类修

建交通线的最大意义，则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考生可从人文地理各要素

综合分析交通对区域发展的积极影响，如图2：

图2

从人文地理要素来看，交通建设对区域发展带来的影响也具有一定逻辑链。

先是影响交通要素，交通建设使交通条件更加完善等；因为交通运输的改善，接下

来会促进区域间的人员和货物的流通，包括农产品运输、工业产品运输、旅游客源

等；从而促进各类产业发展，也促进聚落之间的联系；因为产业的发展，对聚落来说

能促进城市化进程；最后因为产业、城市的发展，为人提供就业机会等。

三、总结提升

地理综合思维能力、区域认知能力和人地协调观是地理学科重要的学科核心

素养。人类利用各种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很多为己所用的事物，包括交通

线；今天又利用日趋进步的社会经济条件，让这些事物发挥更大的价值。考生要学

会综合分析不同区域的自然地理各要素和人文地理各要素的特征，从这些要素的

角度综合分析各区位要素对交通建设布局的影响，并能说出交通建设对人类社会

经济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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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求解导数问题的通解通法

1.构造函数的方法
在判断函数 f (x)单调性时，往往要求函数 f (x)的导函数 f ′(x)，有时直接对函数 f (x)求导，有

时需要先变形，再求导；有时在判定导函数值的正负时，还需令导函数 f ′(x)为一个新函数（如

令 f ′(x)= g(x)），再对函数g(x)求导，利用g′(x)的值的正负，判定 f ′(x)的单调性，最后得到函数 f (x)
单调性.

【例7】已知函数 f (x)= ex - x + 1
x - 1，判断函数 f (x)的零点的个数，并说明理由.

【解析】
函数 f (x)有且仅有两个零点.理由如下：

解法1：

由 函数零点的定义，需求方程 f (x)= ex - x + 1
x - 1 = 0的实根个数，函数 f (x)的定义域为

{x|x ∈R,x≠ 1}，因 f ′(x)= ex + 2
(x - 1)2 > 0，所以 f (x)在(-∞,1)和(1, +∞)均单调递增，因 f (-2)= e-2 - 13 < 0，

f (0)= 2 > 0，所以 f (x)在(-∞,1)有唯一零点；又因 f (2)= e2 - 3 > 0，f ( 54 )= e54 - 9 < 0，所以 f (x)在(1, +∞)
有唯一零点. 综上，f (x)有且仅有两个零点.

解法2：

由题意，令 f (x)= 0，即ex - x + 1
x - 1 = 0，等价于(x - 1)ex - x - 1 = 0，

令g(x)= (x - 1)ex - x - 1，则g′(x)= xex - 1，
当x < 0时，g′(x)< 0，g(x)在(-∞,0)上单调递减，因g(2)= e2 - 3 > 0，g(0)= -e0 - 1 < 0，所以函数

g(x)在(-∞,0)上有一个零点，即 f (x)在(-∞,0)上仅有一个零点；

当x > 0时，令h(x)= g′(x)，因h′(x)= (x + 1)ex > 0，则g′(x)在(0, +∞)上单调递增，因g′(0)= -1 < 0，
g′(1)= e - 1 > 0，所以g′(x)在(0, +∞)上有唯一实根x0，当0 < x < x0时，g′(x)< 0，g(x)在(0,x0)上单调递

减；当x > x0时，g′(x)> 0，g(x)在(x0 , +∞)上单调递增，因g(0)< 0，g(2)> 0，函数g(x)在(0, +∞)上有一个

零点，即 f (x)在(0, +∞)上有一个零点.综上，f (x)有且仅有两个零点.

【点评】本题考查考生函数零点与函数单调性等关联知识，对导函数求导的逻辑关联，以

及导数问题求解的通解通法的运用.

2.画函数图象的方法
画函数大致图象的步骤：（1）求函数 f (x)的定义域；（2）求导数 f ′(x)及函数 f ′(x)的零点；（3）

用 f ′(x)的零点将 f (x)的定义域划分为若干个区间，列表给出 f ′(x)在各区间上的正负，并得出 f (x)
的单调性与极值；（4）确定 f (x)图象所经过的一些特殊点，以及图象的变化趋势；（5）画出 f (x)的
大致图象.

【例8】给定函数 f (x)=   (x + 1)  ex.

（1）判断函数 f (x)的单调性，并求出 f (x)的极值；（2）画出函数 f (x)的大致图象.

【解析】
（1）函数的定义域为R.

f ′(x)= (x + 1)′ex + (x + 1)(ex)′= (x + 2)ex.

令 f ′(x)= 0，解得x = -2.
f ′(x),   f (x)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x
f ′(x)
f (x)

(-∞  , -2)
-

单调递减

-2
0

- 1
e2

(-2, +∞)
+

单调递增

所以，f (x)在x = -2时，有极小值 f (-2)= - 1
e2 .

（2）令 f (x)= 0，解得x = -1.
当x < -1时，f (x)< 0；当x > -1时，f (x)> 0.
所以，f (x)的图象经过特殊点A(-2,      - 1

e2 )，B(-1,     0)，C(0,     1).
当x→ -∞时，指数函数y = (1e )x呈爆炸性增长，从而 f (x)→ 0；
当x→ +∞时，f (x)→ +∞,     f ′(x)→ +∞.

由以上信息，可画出 f (x)的大致图象如下图所示：

【点评】解决导数问题时，若能依据函数的性质，画出函数的大致图象，运用数形结合思

想，对解决函数综合问题会很有帮助.因此，掌握画函数图象的基本方法和步骤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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