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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3已知口，6>0，一1十_1a o一1，

求证：3a6+j*≤5+以z+6 z．求证： 6+i南≤5+以2+6 2·

(四川省成都华西中学张云华610051)

2614在平面直角坐标系xOy中，已知点P在
，2 ．．2

椭圆1-'：气+鲁一1((【>6>o)上，过点P作斜率
n f，

分别为告，一孚的直线，交椭圆11于异于点P的
0 0

点M，N．求APMN面积的最大值．

Ⅳ

厂-7>。
～纱孟

(江苏省徐州市第一中学张培强221140)

2615 如图，长方体ABCD—A181C1D。中，AB

=AA。一2，BC一1．P为侧面CClDlD内(含边

界)的动点，AP，BP与平面CC。D。D所成的角

分别为a，J9，且COt a+cot卢一2√万，求三棱锥B
—APD体积V的取值范围．

(河南省方城县教研室 邵明宪473200)

(上接第6页)等于两项实数之和，等于和角余弦．

竖直方向两段之和HD+DT一(CO阳sina+

isi邙COSa)i—sin(a+卢)i是两项虚数．虚部系数等
于和角正弦．

即使不用复数，也可以从B作垂线BK-LOE

得垂足K，得到COS(G+p)一0K，sin(G+卢)一

KB．从B作垂线BD上0A得垂足D，从D作

DH上0E得垂足H，从B作BT上DH得垂足

T．同样得到oH，HD，DT，TB这些线段，并且

算出它们的长度：

由0D—cosfl得到0H—ODCOSff—

COs口COSG，HD一0D sina—COs口sina．

由么TDB一180。一么0DB一么oDH一90。

一么oDH一口及DB—sinp得到

DT—DBCOSG—sinflcosa。丁B—DBsing—

sinpsing．于是得到

sin(a+口)一KB—HD+DT

—CO印sing+sinpCOS0r，

cos(a+p)一OK=OH—TB

—COs8COSOt—sin5sing．

这就是在引人向量之前高中数学课本对于和

角公式采用的纯粹几何方法的证明．但是我们看

到，用复数乘法得出的证明实质上与它相同．这两

个证明都是独立的证明，但它们实质上相同．纯几

何证明作了很多辅助线，尤其是很多垂线．复数证

明为什么不需要作垂线?关于垂线的几何性质，

它都用表示旋转90。的虚数i的运算代替了．复数

证明貌似没有用到几何定理，其实是将一些基本

的几何定理化身为运算律用进去了．为了将旋转

看成数参加运算，我们利用几何定理证明了它满

足分配律和交换律．表示旋转的数大部分是虚数，

需要将几何定理化身为运算律．实数乘坐标满足

分配律也用了相似三角形的几何定理．

棣美弗公式 仃：是将旋转口的动作重复执

行卵次，总效果是旋转角行a．因此

(cosa+isina)”一盯：一仃。。=COSnG+isinna(棣

美弗公式)．

这个结论不需要用到和角公式．将左边用牛

顿二项式定理展开，就得到7"／倍角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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