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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2

(河南省辉县市一中贺基军453600)

2378 设正实数z1，z2，⋯，z。满足z，+z2+⋯

+z。一S，且p≥1，求证：

妻k=l盖≥高⋯q，
(天津水运高级技工学校黄兆麟300456)

2379如图，在四边形ABCD中，DA、CB分别和

圆0相切，切点A、B，AC交BD于H，F、E分别

为DA、CB中点，当FE切圆0于G时，求证：

D

C

GH延长线平分AB．

(江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王建荣335000；温

州私立第一实验学校刘沙西325000)

2380在△ABC中，M是边BC上任意一点，若

AABC、AABM与AACM的内切圆半径分别为

r川与r¨求证：(丢一专)(去一专1／为定值．＼，．1 r，＼r’ r

(浙江省慈溪市慈溪实验中学 华漫天

3】5300)

(上接第60页)

al， d2， ⋯’ n月 3， a一2， 口" 1， nw

an—l—nH 1， nH 1一＆"2’ ⋯’ n”一1一a3， a"2， n"1' Ⅱn

在这个2×n数表中每一列的数都是相等的，从而

岔：一a。l—n㈣，i一1，2，⋯，，2—3，并且，a2一a。一1

--a。一2㈢以2+以。一2一口。一1，al+a。1一以。1．我们将

这几个式子等价地表述为：

ai+口，一以。一l， 1≤i≤歹≤72—1，i+J—n，

(4)

比较(3)(4)两式，我们得到n，+，一a，一n。一a。一l—

n2，J一1，2，⋯，柙一1．

于是数列n1，a：，⋯，n。(扎≥5)是首项a1—0，

公差d—口：的等差数列；

当卵一4时，任意集合{0，al，a 2，口l+a 2)，口2

>口。>0满足性质Q，但不一定为等差数列．

证毕．

说明2 事实上，等差数列和正数等比数列

相差一个对数变换，因而命题2和命题1在本质

上是同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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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恒成立同真同假，则从A+C≥B+D恒成立并

不能推出A≥B恒成立．这是因为：当A≥B恒成

立与c≥D恒成立同假时，完全有可能存在集合

E的非空真子集F，G(其中FnG一⑦，FUG—

E)，使得V(a，b，C)∈F有A<B，C≥D以及A+

C≥B+D同时成立．

如果A≥B恒成立与C≥D恒成立同真，那

么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完全没必要按照文[1]所

谓原理所说的那样，绕着弯回来再搞个所谓的证

明．值得注意的是：要判断两个命题的同真同假性

往往比较容易，但要判断两个命题究竟是同真还

是同假却并不容易!

类似文[-11的错误，在文[-33也存在．此类错误

比较隐蔽，而且时有发生，很有纠正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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