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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如图4，设尸{(口，O)，曰(铷，yB)，

则≥+告=1(。>6>o)^击萨吾后函用=
堡．』L．』L一至．』L一量『_堡＼
b2戈批戈胛b2瑶名62＼a2／
一1，所以PB_LAD．又PD_LAD，所以

谬
、y

§，
A≮乡j

P，B，D三点共线，即直线BD过定点以a，O)．

五、半径r=、／孺的圆

图4

结论9：若椭圆=+等：1(0>6>o)的两条互相垂直的

切线的交点为M，则点M的轨迹方程为圆菇2+)仁a2+6 2．

证明：设点M的坐标为(‰帕)，两切点为p(x。，Y。)，

Q(x2,弛)，则两切线卿，加的方程为了XlX+等：1，等+
矿 D‘ 旷

器21-又因为点M在两切线上，得等+詈=1，等+
等=1，即直线明的方程为等+罢：1，代入椭圆方程
D。Cr D。

得孚菇2一百2XoYoxy+等广=o，若，，≠o，即省≠±口时，有
孚(手)2_等盼警-o，则丝yLv2=吾。竖d---x：①．

砩矿孕，尼旷了b2x2，由胛上M啼竺—XlX2q②．
吖1 旷y2 o。Yff2

由(1)(爹得戈：十孵=(庐+62(戈。≠±口)．

而石0=±o时，两切线交点为(±o，+6)，显然满足上式

故点M的轨迹方程为戈V=矗2+6 2．

结论10：已知等+罢：1(o>6>o)的右焦．点3LJF，自椭

圆的准线z：戈：尘上任一AP弓I N戈V：d6z的一条切线，

切点为Q，贝『]IPQI=IPN．

证明：燃坐标为f堡，f1，则用琏f望一c12+乒
因为明2_D尸吐DQ2=f堡1 2+扛存牲f兰12_2口2+。2+产：

f a2-c J2轷，所以明：帮，即加：艘

结论11：若椭圆G：等+篆=1(a>b>o)与圆戈2+，在冉6z

的一条弦肋I(不与坐标轴垂直)交于点M，N，当蔬．一ON=
0时，则弦ED的长为定值

证明：当-伽--+．-0Ⅳ--+：0，由结论1知点D到肋的距离为

定值，定龇：志测弦叻的长为2孵 1’
、／n2_嵋2 V 抖6‘

2X／‘a4+a2b2+b—4—

冉62
‘

结论12：如图5，过圆0：x2@2+
6：上任一点P作椭圆等+等：1(o>6>

旷 6‘

0)的两条切线烈，咫(A，曰为切点)，
分别交圆0于点C，D，连接OP交f．．AB

于点E，．贝IJE为AB的中点，且kcD"J|}。卢
^2

|i}珊。尼烈=矗OB·尼翘=一!_．

、Y P

／一

碰，睡
≮．刁西

／—／

图5

证明：设p(x。，yo)，则过点P的椭圆两切点弦A曰的方

程为等+詈乩耻一鲁+芸．
代入椭圆方程得(a粥+6韬)菇2_2扔‰晡+矿(62。弼)=o．

谢(戈。，Y。)，B(石：，y2)，则AB中点的横坐标为兰#=

塑堑!
瑚+6碥’

卯的方程为，，=笠菇，与等+等：1联立得托：
XO口。 D‘

! ：塑鱼
戈o．娟 bZx2+a2粥
舻。6‰

所以E为A日的中点．

由结论9知／_APB=90。，Ifi=IEi焚JAB的中点，则￡A勉=
么尉P

同理／__．CPO=／__．OCP，故￡尉E=／_PCO，得A日∥cD．

则矗。‘尼萨‰咄萨(一杀)。iYoa'T'o=一等．＼ ／z。 ∥

烈的方程为等+詈=-，则koA‘kpA=iyl。(一鲁)=
一篓，同批OB．k馏：一篓．

故．|}CO"后of；后0A·k脚=．|}0B·km=一旦_．

以上给出了以原点为圆心、半径和椭圆基本量a，b，

c有关的圆与椭圆相结合的12个基本结论，每一个结论
都对应一个有趣的问题结构，可以适当改编而形成椭圆

与圆结合的好题．其实由椭圆构造出与圆的问题很多，
当然相关的结论也有很多，因篇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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