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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4已知口，b，c>0，且abc一1，求证：

a3+b3+c3+3≥2(口2+b2+c2)．

(广东省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校张宏

528237)

2195 如图，已知四面体ABCD内接于半径为R

的球0，若球心0在四面体ABCD内，延长A0，

BO，CO，DO，分别与对面BCD，ACD，ABD，ABC

交于E，F，G，H；证明：

嘉+去+壶+南一素．
(江西省都昌县第一中学刘南山332600)

一

(上接第62页)

根据圆的复数表示形式即知性质6的(1)一

(3)结论成立．

注2性质3中轨迹圆圆心横坐标的绝对值

即为性质6(1)中轨迹圆的半径，反之，性质6(1)

中轨迹圆圆心横坐标的绝对值是性质3中轨迹圆

半径．性质6(2)与性质4，性质6(3)与性质5中的

轨迹圆有类似关系．故性质3—5与性质6的关

系可理解为相互对偶．

注3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性质3—5中的

“B和C点沿着圆周运动且保持么BAC大小不

变”这一条件使得a(C的辐角)的范围仅为[一丌

+2kn，7r一2日+2k，r](忌∈z)，故而性质3—5中的

各轨迹仅为一段闭圆弧，其两端点为／kABC两种

退化情形下的重心或垂心或九点圆圆心；而性质

6中“A点沿着整个圆周运动”的条件使得a(A的

辐角)的范围为[2kTr，27f+2k，r)(愚∈z)，故而性质

6中的各轨迹为整个圆周，其中各轨迹上有两个

点是AABC两种退化情形下的重心或垂心或九

点圆圆心，比如线段BC的两个三等分点就是

△ABC两种退化情形下的重心．两者的轨迹差

异可通过几何画板得到形象直观的演示：图3，

4分别是性质3中么BAC为锐角及钝角时重心

的轨迹图示；图5是性质6中的重心的轨迹

图示．

图3

C

图5

图4

注4相比较于文[1]的解析法，本文所用的

复数法显得更加简洁；而相比较于文E2]的向量

法，本文所用的复数法优点在于可以给出性质1、

2的轨迹本质，特别在性质3—6的证明中可以看

到复数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分析各种轨迹依赖于

么BAC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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