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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不等式是数学基础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刻画了事物在数量上的不等关系，不等式也是中学

数学的重要内容，与其他各部分知识点有着密切的

关系，而含参数不等式问题在高考中经常出现，要

顺利解含参数的不等式，三角不等式,均值不等式，

函数图像与性质等知识需要综合应用，同时还要具

有一些重要的数学思想，如：分类讨论，数形结合，

构造函数等。因此含参数不等式的解法是教师教

学的难点，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本文对含参数不

等式的解法介绍几种常用的方法，以期对老师的教

学和学生的学习有所借鉴。下面逐一介绍：

1 分类讨论法

分类讨论法是解含参数不等式最基本的方法，

含参数不等式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这种方法解

决的。分类讨论是一种逻辑方法，注重逻辑的严密

性，同时分类讨论也是一种数学思想，应用此思想

方法解题时，对参数的讨论要不重复、不遗漏和最

简化。因此分类讨论思想具有很强的逻辑性、综合

性和探索性，既能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又能锻炼学

生的概括能力。

例1、　　　　　　　　　 （m是参数，m≠0），

解：原不等式整理后得：

当 时，原不等式等价于（x+4m）（x-6m）>

0……①，分三种情况：

（1）当 m>0 时：有-4m<6m，由①解：x>6m 或

x<-4m，

（2）当m=0时：原不等式可化为：x2>0，由①得：

x≠0，

（3）当 时：有-4m>6m，由①得：x>-4

或x<6m，

当 时：原不等式等价于（x+4m）（x-6m）<

0，因为 ，

所以-4m>6m，解得：6m<x<-4m，

评注：本题中因为m的符号影响到了2m+1的

符号及两根-4m、6m的大小，所以要对m>0、m=0、

、 分别讨论，通过上面几种对m

的全面讨论，讨论的结果就不会出现遗漏现象，这

正反映了分类讨论思想的严密性。

2 分离参数法

分离参数法是解决一般的不等式恒成立问题

的常用方法。分离参数就是将参数与其他变量分

开到不等式两边，再通过求函数值的方法解题，因

此所求不等式中至少有两个变量，这种数学思想与

分类讨论思想听起来相似，但它们却是两种不同的

数学方法，有着根本的区别。下面通过例题说明这

种方法。

例2.已知 （t 是参数，t∈R）当0≤

x≤1时恒成立，求t的取值范围。

分析：题中有x与t两个变量，由题意得：当0≤

x≤1时， 两边取对数再把x与t分别置

于不等式的两边，得 　　　　　，要使不等式恒

成立，只要t不小于 　　　　　　（0≤x≤1）的

最大值即可，这样就把问题转化为求最值问题。

解：因为 ，0≤x≤1，

所以 即： 　　　　　，0≤x≤1，

设 ，由0≤x≤1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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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即： ，

当 时恒成立，

因为F（y）=-2y2+y+2在区间 上的最大值

为F（1）=1，

所以 t≥1 有 在 0≤x≤1 时恒成

立。

评注：可以看出分离参数法是解决含参数不等

式恒成立问题的常用的一种方法，本例题解法体现

了这类问题的常规性，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函数问

题，对于数列问题也有一定的适用价值。

3 构造函数法

构造函数法是求解含参数不等式的一种重要

的思想，这种思想方法在一般情况下，是构造出参

数变量的一次函数或二次函数，利用一次函数、二

次函数的单调性、奇偶性等性质讨论问题，通过这

种方法，可以使一些不等式证明问题及不等式恒成

立问题迎刃而解。

例3.设a∈R，函数f（x）=ax2+x-a（-1≤x≤1），若

，求证： 。

证明：构造以a为变量，以x为参量的函数，分类

讨论x，

可设 g（a）=（x2-1）a+x，因为-1≤x≤1，即-1≤

x2-1≤0，

（1）当 x2-1=0即 x=±1时，g（a）=x=±1结论成

立，

（2）当-1≤x2-1<0 时，g（a）是关于 a的一次函

数，

所以g（1）≤g（a）≤g（-1），

， ，

所以在x∈[-1，1]上， ， ，

所以 ，

即 ， 。

评注：本题是一题含参数的二次函数求取值范

围的问题，先构造出以a为变量，以x为参量的一次

函数g（a），在对x进行分类讨论，其中讨论的第二步

充分利用函数的单调性再综合一些解题技巧便容

易得到结果。

4 数形结合法
数形结合法是把抽象思维转化成形象思维，把

代数问题转化成更为直观、生动的几何图形、图像

的问题，利用几何知识找到更便捷的解题途径，避

免复杂的计算。

例4.解不等式 ，其中a是参数。

解：把原不等式变形为

作平面坐标系，分别作函数 ……①和

……②的图像，

①是以斜率为±1，端点为（-a，0）向上的两条

射线，②是以斜率为±1，端点为（0，2）向下的两条

射线，如下图。容易求得两函数的交点为：

由图可知，当a≤-2或a≥2时，原不等式无解，

当-2≤a≤2时，原不等式的解为：

5 函数值域法

函数值域法是利用在给定的区间上的函数值

域，确定参数或未知数的代数式取值范围，或由已

知条件估计参数的范围，然后再求不等式。解题过

程中往往通过函数值域的范围，由一边的范围推知

另一边的范围，从而缩小了参数或未知数的取值范

围，达到了简化参数的目的，此种方法看似简单，其

作用不可小视。下面通过例题来说明这种方法。

例5.解不等式 （a>0，a是参数），

解：把原不等式变形为：

设 ，由于此函数的值域是[1，+∞）所

以1+ax≥1，即ax≥0，

所以原不等式等价于

所以当0<a<1时，原不等式的解为： ，

当a≥x时，原不等式的解集为：x≥0。

评注：此题若按常规解法，分类讨论相当繁琐，

若按本题解法先确定不等式左边

推出ax+1≥1，从而推出x≥0，缩小了未知数x的范

围，简化了解题难度。

通过以上几种解题方法及几个例题，可以看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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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参数不等式是一类综合性较强的题目，无论是什

么样的含参数不等式，在解题之前要先弄清楚不等

式的类型，以此选择适当的方法，使解题具有明确

的方向。若我们平时学习能建立这些解题模式，今

后再遇到类似这样的新问题，以此为引索，确定解

题方法，便能够应对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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