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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直角座標與二元一次方程式 

 

 

在本章中，我們將開始學習直角座標，並將前章學過的二元一次方程式應用到直角座

標上，有了這些能力後，就可以解決直角座標上簡單的圖形問題。 

 

 

 

 

 

學習目標 

1.能理解直角座標，並在直角座標上描點。 

2.能在直角座標平面上畫出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 

3.瞭解直角座標平面上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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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節 平面上的直角座標 

讓我們回想一下，以前老師排座位時會用第幾排、第幾個來表示位置，現在我們則以

「數對」來表示所處的位置。 

下圖(4.1-1)是某班的座位表： 

小李坐在第五排第三個，我們以 )3,5( 表示小李的位置 

小博坐在第二排第二個，我們以 )2,2( 表示小博的位置 

阿幼坐在第七排第一個，我們以 )1,7( 表示小李的位置 

 

第四個        

第三個      小李   

第二個   小博      

第一個        阿幼 

 第一排 第二排 第三排 第四排 第五排 第六排 第七排 

    講台    

圖 4.1-1 

 

像這樣用數對來表示位置，便是直角座標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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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節 認識直角座標 

本小節我們開始正式認識直角座標。  

 

如圖 4.1-2，首先在平面上畫出兩條互相垂直的數線，兩線的交點為原點。 

 

 

圖 4.1-2 平面座標示意圖 

上圖的平面座標圖又稱為直角座標。 

水平的數線稱為 x 軸，向右(箭頭方向)為正向，向左為負向。 

鉛直的數線稱為 y 軸，向上(箭頭方向)為正向，向下為負向。 

x 軸與 y 軸的交點稱為原點，以 O 表示。x 軸與 y 軸稱為座標軸。 

x 

y 

↙原點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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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看看在直角座標上的點如何用數對(x,y)表示，x 為 x 軸的座標，y 為 y 軸的座標： 

 

 

圖 4.1-3 

A： A 點在 x 軸上，且在 x 軸數線上的位置是 3，我們就稱 A 點的座標為 )0,3( 。 

其中 3 是 A 點的 x 座標，0 是 A 點的 y 座標。 

B： B 點在 y 軸上，且在 y 軸數線上的位置是 2，我們稱 B 點的座標為 )2,0( 。 

O： O 點在兩軸的位置都是 0，我們稱 O 點的座標為 )0,0( ，也就是原點。 

C： C 點不在座標軸上，但若我們從 C 點畫一條鉛直線，會與 x 軸交於 2 這個點，因此

我們稱 C 點的 x 座標為 2；同樣地，我們從 C 點畫一條水平線，會與 y 軸交於 3 這

個點，因此稱 C 點的 y 座標為 3。 

x 座標為 2，y 座標為 3，C 點座標為 )3,2( 。 

同樣的方法，我們可以得到 D 點座標為 )1,4(− ，E 點座標為 )2,3( −− ，F 點座標為 )3,3( − 。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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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1.1-1  

寫出下圖中 A、B、C、D點的座標位置。 

 

 

圖 4.1-4 

詳解： 

A：過 A點的鉛直線交 x 軸於 4，水平線交 y 軸於 3，A點座標為 )3,4( 。 

B：過 B點的鉛直線交 x 軸於－2，水平線交 y 軸於－4，B點座標為 )4,2( −− 。 

C：C點在 x 軸上，位置為－4，C點座標為 )0,4(− 。 

D：D點在 y 軸上，位置為 1，D點座標為 )1,0( 。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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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4.1.1-1 

寫出下圖中 A、B、C、D點的座標位置。 

 

 

圖 4.1-5 

 

 

(1)A點的座標是__________________ (2)B點的座標是__________________ 

 

(3)C點的座標是__________________ (4)D點的座標是__________________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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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經介紹了從點來找座標的方法。換一個方向來看，我們也可以從座標來找點。 

例如有一點 A 的座標為 )2,4( ，我們想要在圖上描出 A 點，可以從原點出發： 

A 點的 x 座標為 4，所以我們往右走 4 格到達 )0,4( 。(若為負數則從原點往左走) 

A 點的 y 座標為 2，所以我們從 )0,4( 再往上走 2 格，便到達 )2,4( 。(若為負數則從原點

往下走) 

如圖 4.1-6 

 

 

圖 4.1-6 

 

當然我們也可以先找 y 軸位置再找 x 軸位置，也就是先往上走 2 格，再往右走 4 格，也

能到達一樣的位置。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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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1.1-2  

在圖 4.1-7中標出下列各點的位置： 

(1) A )0,1(        (2) B )2,1(−     (3) C )4,0(               

(4) D )5,2(         (5) E )3,4(−  

詳解： 

依照前頁所教的作法將點一個一個找出。 

 

 

 

                         圖 4.1-7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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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4.1.1-2 

在圖中標出下列各點的位置： 

(1) A )0,3(−     (2) B )4,0( −   

(3) C )3,5( −−    (4) D )2,4( −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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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1.1-3  

在圖 4.1-8中標出下列各點的位置： 

(1) A )0,
3

1
4(        (2) B )3,

4

3
1(−     (3) C )

2

1
,3(−               

詳解： 

本題含有分數座標 

A )0,
3

1
4( ：我們將 x 座標 4和 5做 3等分，取第 1等分的點找出

3

1
4 。 

B )3,
4

3
1(− ：我們將 x 座標－1和－2做 4等分，取第 3等分的點找出

4

3
1− 。 

    (注意要從－1開始找) 

C )
2

1
,3(− ： 我們將 y 座標 0和 1做 2等分，取第 1等分的點找出

2

1
。 

 

                    圖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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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4.1.1-3 

在圖中標出下列各點的位置： 

(1) A )0,
2

1
3(        (2) B )

2

1
1,2( −     (3) C )

4

1
1,

3

2
3( −−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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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限 

從前面的例子我們可以觀察到，當一個點的 x 座標與 y 座標都為正數時，這個點會落

在原點的右上角區域；x 座標為負，y 座標為正，會落在左上角區域；x 座標為負，y

座標也為負，會落在左下角區域；x 座標為正，y 座標為負，會落在右下角區域。 

這四個區域我們稱為象限，由 x 軸與 y 軸當分界線。 

右上角的區域為第一象限，然後逆時針方向依序為第二象限，第三象限，第四象限。 

在此請注意一點：因為 x 軸與 y 軸是這些象限的分界線，所以在座標軸上的任意點都

不屬於任一象限。例如 )0,3( 在 x 軸上， )2,0( − 在 y 軸上，都不屬於任一象限 

每一象限的座標都有些特性： 

第一象限中的座標，x 座標為正，y 座標也為正，用 ),( ++ 表示； 

第二象限中的座標，x 座標為負，y 座標為正，用 ),( +− 表示； 

第三象限中的座標，x 座標為負，y 座標也為負，用 ),( −− 表示； 

第四象限中的座標，x 座標為正，y 座標為負，用 ),( −+ 表示。 

 

圖 4.1-9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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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1.1-4  

寫出下列各點各在第幾象限，並畫在座標平面上。 

(1) A )2,3(        (2) B )2,3( −−     (3) C )2,3( −    (4) D )2,3(−  

詳解： 

A 點 x 座標為正，y 座標也為正，在第一象限。 

B 點 x 座標為負，y 座標也為負，在第三象限。 

C 點 x 座標為正，y 座標為負，在第四象限。 

D 點 x 座標為負，y 座標為正，在第二象限。 

 

 

 

圖 4.1-10 

y 

x 



4-14 

 

【練習】4.1.1-4 

寫出下列各點各在第幾象限，並畫在座標平面上。 

(1) A )4,1(−        (2) B )4,1( −−     (3) C )4,1(    (4) D )4,1( −  

 

A 點在第_______象限；B點在第_______象限； 

 

C 點在第_______象限；D點在第_______象限。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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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節 點與座標軸的距離 

本小節會介紹如何計算直角座標上一點到兩座標軸的距離。 

現在直角座標平面上有點 A )2,3( 。 

我們想知道 A )2,3( 與 x 軸的距離，可以做一條過 A 點的鉛直線交於 x 軸，如下圖 

4.1-11。鉛直線與 x 軸的交點是 )0,3( ，而 A 到 )0,3( 的線段長是 2，也就是 A 到 x 軸的距

離為 2。 

接著我們再看 A )2,3( 與 y 軸的距離，做一條過 A 點的水平線段交於 y 軸，水平線與 y

軸的交點是 )2,0( ，而 A 到 )2,0( 的線段長是 3，也就是 A 到 y 軸的距離為 3。 

我們再看 B )2,3( −− 到兩軸的距離。 

B 到 )0,3(− 的線段長是 2，也就是 B 到 x 軸的距離為 2。 

B 到 )2,0( − 的線段長是 3，也就是 B 到 y 軸的距離為 3。 

 

圖 4.1-12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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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前面例子可以發現，A )2,3( 到 x 軸的距離是 2，B )2,3( −− 到 x 軸的距離是 2。 

到 x 軸的距離其實就是 y 座標的絕對值。 

A )2,3( 到 y 軸的距離是 3，B )2,3( −− 到 y 軸的距離是 3。 

到 y 軸的距離其實就是 x 座標的絕對值。 

也就是說，座標平面上任一點 P ),( ba ，與 x 軸的距離是 b ，與 y 軸的距離是 a 。 

 

 

 

圖 4.1-15 

 

※ 在 x 軸上的點，例如 )0,3( ，到 x 軸的距離是 0。 

在 y 軸上的點，例如 )5,0( ，到 y 軸的距離是 0。 

 

y 

x 

P(a,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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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1.2-1  

在座標平面上畫出下列各點，並求各點到兩軸的距離： 

(1) A )2,1(        (2) B )4,5(−     (3) C )3,4( −−    (4) D )5,2( −  

詳解： 

A 點到 x 軸距離為 22 = ，到 y 軸距離為 11 = 。 

B 點到 x 軸距離為 44 = ，到 y 軸距離為 55 =− 。 

C 點到 x 軸距離為 33 =− ，到 y 軸距離為 44 =− 。 

D 點到 x 軸距離為 55 =− ，到 y 軸距離為 22 = 。 

 

 

 

圖 4.1-13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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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4.1.2-1 

在座標平面上畫出下列各點，並求各點到兩軸的距離： 

(1) A )3,2(        (2) B )2,3(−     (3) C )1,3( −−    (4) D )4,1( −  

A 點到 x 軸距離為____________，到 y 軸距離為____________。 

B 點到 x 軸距離為____________，到 y 軸距離為____________。 

C 點到 x 軸距離為____________，到 y 軸距離為____________。 

D 點到 x 軸距離為____________，到 y 軸距離為____________。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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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1.2-2  

求下列各點到兩軸的距離： 

(1) A )
2

1
1,0(        (2) B )

3

2
,3(−     (3) C )1,

2

1
3( −−    (4) D )0,2(−  

詳解： 

A 點到 x 軸距離為
2

1
1

2

1
1 = ，到 y 軸距離為 00 = 。 

B 點到 x 軸距離為
3

2

3

2
= ，到 y 軸距離為 33 =− 。 

C 點到 x 軸距離為 11 =− ，到 y 軸距離為
2

1
3

2

1
3 =− 。 

D 點到 x 軸距離為 00 = ，到 y 軸距離為 22 =− 。 

【練習】4.1.2-2 

求下列各點到兩軸的距離： 

(1) A )0,1(−        (2) B )
7

3
,2( −−     (3) C )3,0( −    (4) D )

2

1
3,5(−  

 

A 點到 x 軸距離為____________，到 y 軸距離為____________。 

 

B 點到 x 軸距離為____________，到 y 軸距離為____________。 

 

C 點到 x 軸距離為____________，到 y 軸距離為____________。 

 

D 點到 x 軸距離為____________，到 y 軸距離為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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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節 點在直角座標上的移動 

前幾節我們學習了在座標上描點與計算點和座標軸的距離，接下來我們來看點如何在

座標平面上移動。 

我們已經知道直角座標是由 x 軸與 y 軸所組成，x 軸從原點往右邊為正、往左邊為負； 

y 軸從原點往上為正、往下方為負。 

在圖 4.1-14 中， 

A )1,2( 往右邊移動 1 單位，會到達 A' )1,3(  

B )2,1( 往上移動 1 單位，會到達 B' )3,1(  

C )1,2(− 往左邊移動 2 單位，會到達 C' )1,4(−  

D )1,2( −− 往下移動 2 單位，會到達 D' )3,2( −−  

 

. 

圖 4.1-14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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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面的例子可知，座標平面上的點在移動時有以下規律： 

往右邊移動 s 單位，即為 x 座標增加 s；往左邊移動 s 單位，即為 x 座標減少 s。 

往上移動 t 單位，即為 y 座標增加 t；往下移動 t 單位，即為 y 座標減少 t。 

也就是說圖 4.1-15，若有一點 P ),( ba  

(1)往右邊移動 s 單位，會到達 ),( bsa+ 。 

(2)往左邊移動 s 單位，會到達 ),( bsa− 。 

(3)往上移動 t 單位，會到達 ),( tba + 。 

(4)往下移動 t 單位，會到達 ),( tba − 。 

 

 

圖 4.1-15 

y 

x 

P ),( ba  

),( tba +  

),( tba −  

),( bsa+  ),( b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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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1.3-1  

寫出下列各點座標； 

(1)在座標平面上，由原點出發，往右移動 4 單位，到達 A點，A點座標為何？ 

(2)由 A點出發，往上移動 3單位，到達 B點，B點座標為何？ 

(3)由 B點出發，往左移動 6單位，到達 C點，C點座標為何？ 

(4)由 C點出發，往下移動 7單位，到達 D點，D點座標為何？ 

詳解： 

如圖 4.1-16 

(1) 原點為 )0,0( ，往右移動 4單位，也就是 x 座標加 4。A點座標為 )0,4()0,40( =+ 。 

(2) A點為 )0,4( ，往上移動 3單位，也就是 y 座標加 3。B 點座標為 )3,4()30,4( =+ 。 

(3) B點為 )3,4( ，往左移動 6單位，也就是 x 座標減 6。B點座標為 )3,2()3,64( −=− 。 

(4) C點為 )3,2(− ，往下移動 7單位，也就是 y 座標減 7。 

D點座標為 )4,2()73,2( −−=−− 。 

 
圖 4.1-16 

y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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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4.1.3-1 

寫出下列各點座標； 

(1)在座標平面上，由原點出發，往右移動 3 單位，到達 A點，A點座標為何？ 

(2)由 A點出發，往下移動 2單位，到達 B點，B點座標為何？ 

(3)由 B點出發，往左移動 5單位，到達 C點，C點座標為何？ 

(4)由 C點出發，往上移動 6單位，到達 D點，D點座標為何？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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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1.3-2  

在座標平面上，甲由原點出發，沿著 x 軸向右走 5單位，再往下方走 2單位，到達

A 點，則： 

(1)A點的座標為何？ 

(2)A點到 x 軸的距離為何？ 

(3)A點到 y 軸的距離為何？ 

詳解： 

甲的移動如圖 4.1-17 

(1) 甲由原點出發，沿著 x 軸向右走個 5單位，也就是 x 座標加 5， 

  座標為 )0,5()0,50( =+ 。 

  再往下方走個 2單位，也就是 y 座標減 2，A點座標為 )2,5()20,5( −=− 。 

(2) A點到 x 軸的距離，也就是 y 座標的絕對值： 22 =− 。 

(3) A點到 y 軸的距離，也就是 x 座標的絕對值： 55 = 。 

 

 

 

圖 4.1-17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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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4.1.3-2 

在座標平面上，乙由原點出發，沿著 x 軸向左走 3單位，再往上方走 4單位，到達

B 點，則： 

(1)B點的座標為何？ 

(2)B點到 x 軸的距離為何？ 

(3)B點到 y 軸的距離為何？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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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1.3-3  

座標平面上，有一點 P ),( ba ，若 P點先向右移動 7單位，再向下移動 8單位，會到

達 Q )5,4( − ，則 P點座標為何？ 

詳解： 

P 的移動如圖 4.1-18 

解法一： 

我們將點的移動反過來看，從 Q )5,4( − 出發，向上移動 8單位，再向左移動 7單

位，會到達 P ),( ba 。 

)5,4( − 向上移動 8單位，會到達 )3,4()85,4( =+−  

)3,4( 向左移動 7單位，會到達 )3,3()3,74( −=−  

因此 P的座標為 )3,3(− 。 

解法二： 

P ),( ba 往右移動 7單位，會到達 ),7( ba+  

),7( ba+ 向下移動 8單位，會到達 )8,7( −+ ba  

題目說會到達 Q )5,4( − ，也就是 )5,4( − 和 )8,7( −+ ba 是一樣的，兩邊 x 座標與 y 座

標會相等。(這裡運用到點的重合觀念，會在下一節詳細介紹) 

可列出聯立方程式：




−=−

=+

58

47

b

a
，解得 3−=a 、 3=b 。 

因此 P的座標為 )3,3(− 。 

圖 4.1-18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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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4.1.3-3 

座標平面上，有一點 P ),( ba ，若 P點先向上移動 6單位，再向左移動 7單位，會到

達 Q )3,2(− ，則 P點座標為何？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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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節 兩點的重合與對稱 

兩點重合： 在座標平面上，若兩點重合，表示兩點的位置相同，所以兩點的 x 座標相

同，y 座標也相同。 

例如若點 P ),( ba 與 Q )2,1( 重合，則可得 1=a 、 2=b ，P 座標為 )2,1( 。如圖 4.1-19 

 

圖 4.1-19 

兩點對稱： 在座標平面上，若兩點對稱於 x 軸，則兩點的 x 座標相同，y 座標互為相反

數。若兩點對稱於 y 軸，則兩點的 y 座標相同，x 座標互為相反數。 

  若兩點對稱於原點，則兩點的 x 座標、y 座標皆互為相反數。 

※相反數：在數線上分別位於兩點兩邊，且與原點距離相等的兩個點所代表的兩數，

如 8 與－8。 

圖 4.1-20 中，A、B 兩點對稱於 x 軸。 

 

圖 4.1-20 

P ),( ba  

Q )2,1(  

y 

x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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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1 中，C、D 兩點對稱於 y 軸。 

 

圖 4.1-21 

若有 P、Q 兩點對稱於 x 軸，且 P 座標為 ),( ba ，則 Q 座標為 ),( ba − 。 

若有 P、K 兩點對稱於 y 軸，且 P 座標為 ),( ba ，則 K 座標為 ),( ba− 。 

如圖 4.1-22 

 

圖 4.1-22 

x 

y 

P ),( ba  

Q ),( ba −  

K ),( ba−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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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1.4-1  

A )1,2( −+ ba 與 B )5,4( − 為座標平面上重合的兩點，試求 a、b 之值。 

詳解： 

A、B兩點重合，因此 x 座標相同，y 座標也相同。 

可列出聯立方程式：




−=−

=+

51

42

b

a
 

 解得 2=a 、 4−=b  

 

【練習】4.1.4-1 

A )3,1( +− ba 與 B )5,3( 為座標平面上重合的兩點，試求 a、b 之值。 

 

 

 

 

例題 4.1.4-2  

A )72,5( −+ ba 與 B )63,1( +− ab 為座標平面上重合的兩點，試求 A點座標。 

詳解： 

A、B兩點重合，因此 x 座標相同，y 座標也相同。 

可列出聯立方程式：




+=−

−=+

6372

15

ab

ba
 

化簡得




=+−

−=−

1323

6

ba

ba
 

 解得 1−=a 、 5=b  

將 a、b 之值代入 A點座標： 

x 座標： 45)1(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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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座標： 37)5(272 =−=−b  

得 A點座標為 )3,4(  

驗算： 

將 a、b 之值代入 B點座標： 

x 座標： 4151 =−=−b  

y 座標： 36)1(363 =+−=+a  

得 B點座標為 )3,4(  

A點與 B點兩點重合，符合題意，故答案正確。 

 

 

 

【練習】4.1.4-2 

A )6,2( aba −+ 與 B )1,4( −b 為座標平面上重合的兩點，試求 a、b 之值與 B點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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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1.4-3  

座標平面上，A )3,2( 與 B ),( ba 對稱於 x 軸，試求 B點座標。 

詳解： 

A、B兩點對稱於 x 軸，即 x 座標相同，y 座標互為相反數。 

因此 B的 x 座標為 2，y 座標為 3)3( −=−  

B 點座標為 )3,2( −  

 

圖 4.1-23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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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4.1.4-3 

座標平面上，A )3,2( −− 與 B ),( ba 對稱於 y 軸，試求 B點座標。 

 

 

例題 4.1.4-4  

座標平面上，A )2,12( ba −+ 與 B )3,( ab 對稱於 y 軸，試求 A點座標。 

詳解： 

A、B兩點對稱於 y 軸，即 x 座標互為相反數，y 座標相同。 

x 座標互為相反數： )(12 ba −=+ ，化簡得 12 −=+ba  

y 座標相同； ab 32 =− ，化簡得 23 =+ba  

可列出聯立方程式：




=+

−=+

23

12

ba

ba
 

 解得 3=a ， 7−=b  

代入 A點 x 座標： 713212 =+=+a  

代入 A點 y 座標： 9)7(22 =−−=−b  

 得 A點座標為 )9,7(  

驗算： 

B 點座標為 )9,7()33,7()3,( −=−=ab ，與點 A(7,9)對稱 y軸，故答案正確。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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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4.1.4-4 

座標平面上，A )1,13( ++ ba 與 B )2,12( ab −+ 對稱於 x 軸，試求 A點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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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節 由座標求周長與面積 

在座標平面上，我們可以用點與線來做出一些幾何圖形，例如三角形、長方形和正方

形等。當然也可以再利用座標計算這些圖形的周長與面積。 

長方形周長＝(長＋寬)×2 

長方形面積＝長×寬 

三角形面積＝底×高÷2 

 

例題 4.1.5-1  

如圖 4.1-24，長方形 ABCD 中，A點座標為 )2,1( ，B點座標為 )1,1( ，C 點座標為 )1,3( ，

D 點座標為 )2,3( ，試求長方形 ABCD 的周長與面積。 

詳解： 

要計算周長，首先需要先算出長與寬的長度， 

也就是 A、B兩點的距離與 B、C兩點的距離 

若兩點間的 x 座標相同，則距離為 y 座標相減的絕對值。 

若兩點間的 y 座標相同，則距離為 x 座標相減的絕對值。 

 

圖 4.1-24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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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兩點因為 x 座標相同，因此距離為 y 座標相減的絕對值。 

A、B距離為 112 =− ，即長方形的寬為 1。 

B、C兩點因為 y 座標相同，因此距離為 x 座標相減的絕對值。 

B、C距離為 213 =− ，即長方形的長為 2。 

長方形 ABCD周長＝ 62)21( =+  

 

長方形面積是長×寬 

長方形 ABCD面積＝ 212 =  

 

長方形 ABCD的周長為 6單位，面積為 2平方單位。 

 

【練習】4.1.5-1 

如圖 4.1-25，長方形 ABCD 中，A點座標為 )1,1( ，B點座標為 )3,1( − ，C點座標為 )3,3( − ，

D 點座標為 )1,3( ，試求長方形 ABCD 的周長與面積。 

 

 

 

 

圖 4.1-25 

x 

y 



4-37 

 

例題 4.1.5-2  

如圖 4.1-26，三角形 ABC中，A點座標為 )1,1(− ，B點座標為 )1,2( ，C點座標為 )5,2( ，

試求三角形 ABC的面積。 

詳解： 

三角形 ABC面積：底×高÷2＝ 2BCAB  

(這裡 AB 代表 A點與 B點的距離，BC 代表 B點與 C點的距離。) 

A、B兩點因為 y 座標相同，因此距離為 x 座標相減的絕對值。 

332)1( =−=−−=AB  

B、C兩點因為 x 座標相同，因此距離為 y 座標相減的絕對值。 

4451 =−=−=BC  

三角形 ABC面積＝ 62432 ==BCAB  

三角形 ABC面積為 6平方單位。 

 

 

圖 4.1-26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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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4.1.5-2 

三角形 ABC中，A點座標為 )2,1(− ，B點座標為 )3,1( −− ，C點座標為 )3,3( − ，試求三

角形 ABC的面積。 

 

 

例題 4.1.5-3  

如圖 4.1-27，三角形 ABC 中，A點座標為 )0,2(− ，B點座標為 )0,4( ，C 點座標為 )4,2( ，

試求三角形 ABC的面積。 

詳解： 

三角形 ABC面積：底×高÷2 

底為 AB ， 6)2(4 =−−=AB  

高為 C點到 x 軸的距離，也就是 y 座標的絕對值，高： 44 =  

 三角形 ABC的面積＝底×高÷2＝ 12246 =  

三角形 ABC面積為 12平方單位。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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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7 

【練習】4.1.5-3 

三角形 ABC中，A點座標為 )3,0( ，B點座標為 )3,0( − ，C點座標為 )1,5( ，試求三角形

ABC 的面積。 

 

 

x 

y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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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1.5-4  

如圖 4.1-28，三角形 ABC 中，A點座標為 )2,2( −− ，B點座標為 )2,4( − ，C點座標為

)2,2( ，試求三角形 ABC的面積。 

詳解： 

三角形 ABC面積：底×高÷2 

底為 AB ， 6)2(4 =−−=AB  

高為 C點到 AB 的距離，由 C作鉛直線交 AB 於 D點，由圖形可知 D 點座標為 )2,2( −  

高為CD， 4)2(2 =−−=CD  

 三角形 ABC的面積＝底×高÷2＝ 12246 =  

三角形 ABC面積為 12平方單位。 

 

 

圖 4.1-28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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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4.1.5-4 

三角形 ABC中，A點座標為 )4,2(− ，B點座標為 )22( −− ，C點座標為 )1,3( ，試求三

角形 ABC的面積。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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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節 象限問題 

在 4.1.1 節中，我們已介紹了象限的基本意義，如圖 4.1-29。 

 

 

圖 4.1-29 

第一象限中的座標，x 座標為正，y 座標也為正，用 ),( ++ 表示； 

第二象限中的座標，x 座標為負，y 座標為正，用 ),( +− 表示； 

第三象限中的座標，x 座標為負，y 座標也為負，用 ),( −− 表示； 

第四象限中的座標，x 座標為正，y 座標為負，用 ),( −+ 表示。 

 

本節我們將更進一步介紹象限的相關問題。 

 

x 

y 



4-43 

 

例題 4.1.6-1  

座標平面上，若點 ),( ba 在第二象限，求下列各點分別在哪一象限或哪一座標軸上： 

(1) ),( ba−    (2) ),( ba −    (3) ),( aba   

(4) )0,( a−    (5) ),0( b    (6) ),( aab−   

詳解： 

),( ba 在第二象限，符號表示為 ),( +− ，即 0a 、 0b 。 

(1) 0a → 0−a ，即 ),( ba− 的 x 座標為正，y 座標也為正， 

符號表示為 ),( ++ ，在第一象限。 

(2) 0b → 0−b ，即 ),( ba − 的 x 座標為負，y 座標也為負， 

符號表示為 ),( −− ，在第三象限。 

(3) 0a 、 0b → 0ab ，即 ),( aba 的 x 座標為負，y 座標也為負， 

符號表示為 ),( −− ，在第三象限。 

(4) )0,( a− 的 x 座標不為零，y 座標為零，在 x 軸上。 

(5) ),0( b 的 x 座標為零，y 座標不為零，在 y 軸上。 

(6) 0ab → 0−ab ；即 ),( aab− 的 x 座標為正，y 座標為負， 

符號表示為 ),( −+ ，在第四象限。 

 

【練習】4.1.6-1 

座標平面上，若點 ),( ba 在第三象限，求下列各點分別在哪一象限或哪一座標軸上： 

 

點 ),( ab  )0,( a−  ),( ab−  ),0( a  ),( bab  ),( aab −−  

象限或 

座標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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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1.6-2  

座標平面上，若點 ),( aba − 在第二象限，求下列各點分別在哪一象限或哪一座標軸

上： 

(1) ),( ba    (2) ),(
b

a
ab    (3) ),( ab −   

詳解： 

),( aba − 在第二象限，符號表示為 ),( +− ，即 0a 、 0−ab 。 

0−ab → 0ab  

因為 0a ，可得 0b  (若 a、b 都小於 0，那麼 ab 會大於 0) 

(1) 0a 、 0b ，即 ),( ba 的 x 座標為負，y 座標為正， 

符號表示為 ),( +− ，在第二象限。 

(2) 0ab 、 0
b

a
，即 ),(

b

a
ab 的 x 座標為負，y 座標也為負， 

符號表示為 ),( −− ，在第三象限。 

(3) 0b 、 0−a ，即 ),( ab − 的 x 座標為正，y 座標也為正， 

符號表示為 ),( ++ ，在第一象限。 

 

 

【練習】4.1.6-2 

座標平面上，若點 ),( aba− 在第四象限，求下列各點分別在哪一象限或哪一座標軸

上： 

 

點 ),( ba  ),( aab−  ),0( b−  

象限或 

座標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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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1.6-3  

座標平面上，若點 A )72,1( ++ aa 在第三象限內，且 A點到 x 軸距離為 1，則 A點到

y 軸距離是多少？ 

詳解： 

A 點到 x 軸距離為 1，即 y 座標為 1或－1……(1) 

 A 點在第三象限，可知 y 座標為負……(2) 

由(1)(2)得 A點的 y 座標為－1 

y 座標： 172 −=+a ，解得 4−=a  

將 4−=a 代入 x 座標： 31)4(1 −=+−=+a ，得 x 座標為－3 

A 點到 y 軸距離為 x 座標的絕對值： 33 =−  

得 A點到 y 軸距離為 3。 

 

 

圖 4.1-30 

【練習】4.1.6-3 

座標平面上，若 B點 )1,9( −− bb 在第二象限內，且 B點到 x 軸距離為 4，則 B點到 y

軸距離是多少？ 

 

)72,1( ++ aa  

x 

y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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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節 習題 

習題 4.1-1 

圖 4.1-31是博幼國中 1年 3班的座位表，座位位置以數對(行,個)來表示，例如小

博的位置是(2,4)。請回答下列的問題： 

第五個   小美   

第四個 小惠 小博 小新  阿明 

第三個    小強  

第二個  小白    

第一個 小李  小幼   

 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第四行 第五行 

圖 4.1-31 

 

(1)小李的位置在    (2)小惠的位置在       

 

(3)小強的位置在    (4)阿明的位置在    

 

(5)坐在(3,4)的是    (6)坐在(3,1)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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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4.1-2 

依據圖 4.1-32，寫出各點座標： 

 

圖 4.1-32 

(1)A點座標為    (2)B點座標為     (3)C點座標為    

(4)D點座標為    (5)E點座標為    (6)F點座標為    

習題 4.1-3 

在座標平面上標出下列各點的位置： 

A )3,2( 、 B )5,3( − 、C )4,5.2( −− 、D )0,4(− 、E )5.3,3(−  

 

x 

y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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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4.1-4 

座標平面上，求下列各點到 x 軸與 y 軸的距離： 

(1)A )4,4( − 到 x 軸的距離是    單位長，到 y 軸的距離是    單位長。 

(2)B )6,8(− 到 x 軸的距離是    單位長，到 y 軸的距離是    單位長。 

(3)C )3,5.2( − 到 x 軸的距離是    單位長，到 y 軸的距離是    單位長。 

(4)D )4,5( −− 到 x 軸的距離是    單位長，到 y 軸的距離是    單位長。 

 

習題 4.1-5 

在座標平面上有 A )4,4( 、B )4,3( − 、C )3,4( − 、D )4,3(− 四點，請問哪一點和 x 軸的距

離最近？ 

 

習題 4.1-6 

直角座標上有一點 A(-1,-2)，從 A往上移動 2個單位長，再向右移動 3 個單位長，

請問移動後的座標位置是？ 

 

習題 4.1-7 

在座標平面上，從 A點出發，先往上 2個單位長，再向右 4個單位長，最後再往下

5 個單位長，便可回到原點。則 A點的座標為? 

 

習題 4.1-8 

座標平面上有一點 P ),( baba −+ ，若 P點先向右移動 10個單位，再向上移動 7個

單位，最後到達 Q )2,5( ，求 a、b 之值及 P點座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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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4.1-9 

有一隻螞蟻從座標平面上 A點向東走 2單位，又向南走 3單位，再向西走 1單位，

最後到達 )1,0( − ，則 A點座標為何？(東為 x 軸正向；北為 y 軸正向) 

 

習題 4.1-10 

在座標平面上，甲由原點出發，沿著 x 軸向右走 5單位，再往下走 2單位，到達 A

點，則： 

(1)A點的座標為     。 

(2)A點到 x 軸的距離為     。 

(3)A點到 y 軸的距離為     。 

 

習題 4.1-11 

設 A為座標平面上的一點，若 A與 x 軸的距離是 4，A與 y 軸的距離是 3，且 A在第

二象限內，則 A的座標為多少？ 

 

習題 4.1-12 

在座標平面上，若點 A ),53( aa− 在第二象限內，且 A 點到 y 軸距離為 2，則 A 點到

x 軸距離是多少？ 

 

習題 4.1-13 

座標平面上，若兩點 )2,(a 與 )2,1( 距離 4個單位長，則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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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4.1-14 

在座標平面上，乙由 )7,6(− 出發，向    （填入左或右）移動    個單位， 

再向    （填入上或下）移動     個單位後，將可到達原點。 

 

習題 4.1-15 

座標平面上，以 x 軸為對稱軸，則 A )5,3(− 的對稱點座標為          。 

 

習題 4.1-16 

座標平面上，A )4,2( baba −+ 、B )18,3( −+ aba 兩點互相對稱於 x 軸，求 a、b 之值

與 A點座標。 

 

習題 4.1-17 

已知座標平面上兩點 A ),2( ba+ 、B )12,( +aa 重合，則 A點座標為          。 

 

習題 4.1-18 

已知座標平面上兩點 A )3,3( baba −+ 、B )5,2( ba+ 重合，則 A點座標為          。 

 

習題 4.1-19 

A 點座標為 )1,5( − ，若 B 點與 A點對稱於 x 軸，C點與 A點對稱於 y 軸，試求 B、C

兩點的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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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4.1-20 

座標平面上有 A )1,1( −+ ba ，B )1,4(− 兩點，若 A點向左移動 5個單位後即與 B點重

合，試求 a、b 之值。 

 

 

 

習題 4.1-21 

長方形四個頂點座標分別為 A )3,2( 、B )3,0( 、C )0,0( 、D )0,2( ， 

試求此長方形的周長與面積。 

 

 

 

習題 4.1-22 

甲由原點 O出發，沿著 x 軸向右方走 5個單位到達 A點，接著向上方走 6個單位到

達 B點，再向左方走 5 個單位到達 C點，試回答下列問題： 

(1)求 A、B、C的座標。 

(2)四邊形 OABC是何種四邊形？ 

(3)求四邊形 OABC的周長與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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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4.1-23 

如圖 4.1-33，四邊形 ABCD 為長方形，且AB與 x 軸垂直，試回答下列問題： 

(1)B點座標為何？        

(2)D點座標為何？ 

(3)四邊形 ABCD之面積為何？ 

 

 

 

圖 4.1-33 

 

習題 4.1-24 

座標平面上有三點 A )3,0( 、B )5,0( − 、C )1,4( ，試求三角形 ABC 的面積。 

 

 

習題 4.1-25 

座標平面上，A )32,( nmm − 在 x 軸上，B ),333( nnm −− 在 y 軸上。 

O 為原點，則三角形 AOB 的面積為     平方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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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4.1-26 

如圖 4.1-34，長方形 ABCD 中，已知 A點座標為 )3,2(− ，C點座標為 )1,3( − ，且AB與

x 軸垂直，求長方形 ABCD 的周長。 

 

 

習題 4.1-27 

座標平面上有 P )4,3(− 、Q )2,2( 、R )2,3( −− 三點，求三角形 PQR 的面積。 

 

 

 

 

 

圖 4.1-34 

圖 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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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4.1-28 

下表中各點分別在哪一象限內或哪一個座標軸上？ 

點 )0,2(  )2,7(  )3,5( −−  )2,6( −  )8,0( −  

象限或 

座標軸 
     

習題 4.1-29 

若 a＞0，b＜0，則下表中各點分別在哪一象限內或哪一個座標軸上？ 

點 ),( ba  )0,( a−  ),( ab  ),( aba−  ),0( ab−  

象限或 

座標軸 
     

 

習題 4.1-30 

若 ),( ba 在第二象限，則下表中各點分別在哪一象限內或哪一個座標軸上？ 

點 ),( ab  ),(
b

a

a

b
 ),( aab−  )0,( 2a  ),( abab −  

象限或 

座標軸 
     

 

習題 4.1-31 

在座標平面上，已知點 ),( ba 在第二象限，點 ),( dc 在第三象限，則點 ),( dbca −+ 在第幾

象限？ 



4-55 

 

4.2 節 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 

4.1 節中我們學習了直角座標上點的表示，本節將結合第三章學過的二元一次方程式，

將其圖形畫在直角座標上。 

 

4.2.1 節 畫出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 

若現在有一個二元一次方程式： 0=− yx  

我們將二元一次方程式 0=− yx 的解用數對表示，有 )5,5( 、 )3,3( 、 )2,2( 、 )0,0( 、 )4,4( −−

等無限多組，將這些數對記在直角座標上，如圖 4.2-1。 

 

 

圖 4.2-1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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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圖 4.2-1 的點連接起來，會得到一條直線，如圖 4.2-2： 

 

 

圖 4.2-2 

 

事實上，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都是一條直線。 

因為兩點可以決定一條直線，所以若我們想在座標平面畫出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

只需要找出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兩組不同的解，標在座標平面上，再畫出過此兩點的直

線即為此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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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2.1-1  

下表中的 x、y 值都是二元一次方程式 2=− yx 的解，請完成下表，並在座標平面上

標出各數對的位置。 

x 5 3    

y   0 －2 －5 

詳解： 

方程式為 2=− yx  

(1) 5=x 時， 2)5( =− y ，解得 3=y  

(2) 3=x 時， 2)3( =− y ，解得 1=y  

(3) 0=y 時， 2)0( =−x ，解得 2=x  

(4) 2−=y 時， 2)2( =−−x ，解得 0=x  

(5) 5−=y 時， 2)5( =−−x ，解得 3−=x  

填入表格： 

x 5 3 2 0 －3 

y 3 1 0 －2 －5 

標在座標平面： 

 

圖 4.2-3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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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4.2.1-1 

下表中的 x、y 值都是二元一次方程式 12 =− yx 的解，請完成下表，並在座標平面

上標出各數對的位置。 

x 3 1 0   

y    －3 －5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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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2.1-2  

在座標平面上畫出二元一次方程式 33 =− yx 的圖形。 

詳解： 

因為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是一條直線，所以我們只要找到方便計算的兩組解，標

在座標平面上，再畫出過這兩點的直線即可。 

 

將 0=x 代入 33 =− yx ，得到 33)0( =− y ，解得 1−=y 。即 )1,0( − 為一解。 

將 0=y 代入 33 =− yx ，得到 3)0(3 =−x ，解得 3=x 。即 )0,3( 為一解。 

 

將 )1,0( − 和 )0,3( 畫在座標平面上，並過此兩點做直線。 

 

 

 

圖 4.2-4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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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4.2.1-2 

在座標平面上畫出二元一次方程式 5=+ yx 的圖形。 

 

 

例題 4.2.1-3  

在座標平面上畫出二元一次方程式 623 =+ yx 的圖形。 

詳解： 

將 0=x 代入 623 =+ yx ，得到 62)0(3 =+ y ，解得 3=y 。即 )3,0( 為一解。 

將 0=y 代入 623 =+ yx ，得到 6)0(23 =+x ，解得 2=x 。即 )0,2( 為一解。 

 

將 )3,0( 和 )0,2( 畫在座標平面上，並過此兩點做直線。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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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練習】4.2.1-3 

在座標平面上畫出二元一次方程式 1234 −=+ yx 的圖形。 

 

 

x 

y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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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了基本的二元一次方程式圖形後，我們再來看看幾個較特殊的方程式： 

若方程式的形式為 kx = ，則其圖形為垂直 x 軸或平行 y 軸的直線。 

若方程式的形式為 hy = ，則其圖形為平行 x 軸或垂直 y 軸的直線。 

    

圖 4.2-6 

若方程式的形式為 0=byax ，也就是常數項為 0。因為將 )0,0( 代入可使等號成立

)000( = ba ，可知此方程式圖形必通過原點。 

 

 

圖 4.2-7 

x 

y 

x 

y 

kx =  

hy =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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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2.1-4  

在座標平面上畫出二元一次方程式 3=x 的圖形。 

詳解： 

方程式為 3=x ，也就是其解的 y 座標為任意數，只要 x 座標為 3即可。 

因此像 )2,3( 、 )5,3( 、 )11,3( 、 )0,3( 、 )8,3( −  等全都是解。 

我們取其中兩組解 )2,3( )5,3( ，標在直角座標上畫出圖形。 

 

圖 4.2-8 

【練習】4.2.1-4 

在座標平面上畫出二元一次方程式 2−=y 的圖形。 

 

x 

y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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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2.1-5  

在座標平面上畫出下列圖形： 

(1) 通過 )2,1( −− 且垂直 x 軸的直線。 

(2) 通過 )2,3( 且平行 x 軸的直線。 

詳解： 

(1) 垂直 x 軸的直線為鉛垂線。       

  先在座標平面標出點 )2,1( −− ， 

  再畫出通過此點的鉛垂線。    

 

 

 

          圖 4.2-9 

 

(2) 平行 x 軸的直線為水平線。       

  先在座標平面標出點 )2,3( ， 

  再畫出通過此點的水平線。 

 

 

 

 

 

           

圖 4.2-10 

x 

y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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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4.2.1-5 

在座標平面上畫出下列圖形： 

(1) 通過 )2,2( − 且垂直 y 軸的直線。 

(2) 通過 )2,3(− 且平行 y 軸的直線。 

 
 

 

x 

y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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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2.1-6  

在座標平面上畫出二元一次方程式 032 =− yx 的圖形。 

詳解： 

二元一次方程式常數項等於 0，圖形為通過原點的直線。 

將 0=x 代入 032 =− yx ，得到 03)0(2 =− y ，解得 3=y 。即 )0,0( 為一解。 

將 3=x 代入 032 =− yx ，得到 03)3(2 =− y ，解得 2=y 。即 )2,3( 為一解。 

將 )0,0( 和 )2,3( 畫在座標平面上，並過此兩點做直線。 

 

圖 4.2-11 

【練習】4.2.1-6 

在座標平面上畫出二元一次方程式 034 =+− yx 的圖形。 

 

x 

y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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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標平面上的直線方程式圖形，與 x 軸相交時，y 座標為 0。因此，我們若想求直線

與 x 軸的交點，將 0=y 代入方程式即可。同樣地，若想求直線與 y 座軸的交點，將 0=x

代入方程式即可。 

 

例題 4.2.1-7  

座標平面上有一直線方程式 42 =+ yx ，求： 

(1)此直線與 x 軸、y 軸的交點座標。 

(2)此直線與兩軸圍成的三角形面積。 

(3)此直線不通過哪個象限? 

詳解： 

(1) 將 0=y 代入 42 =+ yx ，得到 4)0(2 =+x ，解得 2=x 。 

與 x 軸交點為 )0,2( 。 

將 0=x 代入 42 =+ yx ，得到 4)0(2 =+ y ，解得 4=y 。 

與 y 軸交點為 )4,0( 。 

 (2) 如圖 4.2-12 

  直線 42 =+ yx 與兩軸圍成的三角形， 

底為 2  ( )0,0( 到 )0,2( 距離為 2) 

高為 4  ( )0,0( 到 )4,0( 距離為 4) 

面積為 4
2

1
42 =  (平方單位) 

(3) 如圖 4.2-12，此直線不通過第三象限。 

 

 

 

 

圖 4.2-12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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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4.2.1-7 

座標平面上有一直線方程式 2045 =− yx ，求： 

(1)此直線與 x 軸、y 軸的交點座標。 

(2)此直線與兩軸圍成的三角形面積。 

(3)此直線不通過哪個象限?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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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節 求直線方程式 

4.2.1 小節中我們學習了如何由二元一次方程式畫出圖形，在本節中，我們將反過來，

學習如何利用平面上兩個點的座標找出二元一次方程式。 

 

我們知道任何一個二元一次方程式都可以用 cbyax =+ 來表示，但其實我們也可以寫成

baxy += 的形式。 

 例如： 

   923 =+ yx        425 −=+− yx  

 移項得  932 +−= xy     移項得 452 −= xy  

    
2

9

2

3
+−= xy       2

2

5
−= xy  

為什麼要寫成 baxy += 的形式呢？ 

因為這麼一來，若是已知方程式通過哪些點，則未知數只有 a、b 兩個。 

我們可以用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的解法來找出 a、b 之值。 

 

例如在座標平面上，若有直線通過 )3,1( 、 )1,1( −− 兩點，我們想將找出其方程式，可以

先將方程式設為 baxy += ，然後分別將兩點座標代入： 

 代入 )3,1(   → ba+=3   化簡得 3=+ba  

 代入 )1,1( −−   → ba+−=−1   化簡得 1−=+− ba  

寫成聯立方程式： 

 




−=+−

=+

1

3

ba

ba

)2......(

)1......(
 

由 )2()1( + 得 22 =b ，解得 1=b  

再將 1=b 代入(1)，解得 2=a  

於是我們知道了，通過 )3,1( 、 )1,1( −− 兩點的直線方程式 baxy += ，就是 12 += x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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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2.2-1  

求通過 )2,1( 和 )1,2( 的直線方程式。 

詳解： 

設直線方程式為 baxy += ，然後分別將兩點座標代入： 

代入 )2,1( ： ba+=2   化簡得 2=+ba  

代入 )1,2( ： ba+= 21  化簡得 12 =+ba  

寫成聯立方程式： 

  




=+

=+

12

2

ba

ba

)2......(

)1......(
 

由 )1()2( − 得 1−=a  

再將 1−=a 代入(1)，解得 3=b  

直線方程式為 3+−= xy         

圖 4.2-13 

 

【練習】4.2.2-1 

求通過 )3,1( 和 )4,2( 的直線方程式。 

            

 

 

 

 

 

 

 

x 

y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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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2.2-2  

求通過 )4,1( 和 )3,2( 的直線方程式。 

詳解： 

設直線方程式為 baxy += ，然後分別將兩點座標代入： 

代入 )4,1( ： ba+=4  化簡得 4=+ba  

代入 )3,2( ： ba+= 23  化簡得 32 =+ba  

寫成聯立方程式： 

  




=+

=+

32

4

ba

ba

)2......(

)1......(
 

由 )1()2( − 得 1−=a  

再將 1−=a 代入(1)，解得 5=b  

直線方程式為 5+−= xy         

圖 4.2-14 

 

【練習】4.2.2-2 

求通過 )2,2( 和 )4,1( 的直線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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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2.2-3  

求通過 )1,1( − 和 )2,2(− 的直線方程式。 

詳解： 

設直線方程式為 baxy += ，然後分別將兩點座標代入： 

代入 )1,1( − ： ba+=−1  化簡得 1−=+ba  

代入 )2,2(− ： ba+−= 22  化簡得 22 =+− ba  

寫成聯立方程式： 

  




=+−

−=+

22

1

ba

ba

)2......(

)1......(
 

由 )2()1( − 得 1−=a  

再將 1−=a 代入(1)，解得 0=b  

直線方程式為 xy −=            

 

圖 4.2-14 

 

【練習】4.2.2-3 

求通過 )1,1( 和 )2,2( 的直線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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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2.2-4  

求通過 )2,1( −− 和 )3,0( 的直線方程式。 

詳解： 

設直線方程式為 baxy += ，然後分別將兩點座標代入： 

代入 )2,1( −− ： ba+−=−2  化簡得 2−=+− ba  

代入 )3,0( ： b=3    化簡得 3=b  

寫成聯立方程式： 

  




=

−=+−

3

2

b

ba

)2......(

)1......(
 

將(2)代入(1)得 5=a  

直線方程式為 35 += xy       

      

 

圖 4.2-16 

 

【練習】4.2.2-4 

求通過 )1,0( 和 )2,1(− 的直線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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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2.1 節中，我們學過平行或垂直座標軸的直線： 

若方程式的形式為 kx = ，則其圖形為垂直 x 軸或平行 y 軸的直線。 

若方程式的形式為 hy = ，則其圖形為平行 x 軸或垂直 y 軸的直線。 

 

反過來說，若直線垂直 x 軸或平行 y 軸，則其方程式的形式為 kx =  

若直線平行 x 軸或垂直 y 軸，則其方程式的形式為 hy =  

 

這個觀念可以協助我們求出平行或垂直座標軸的直線方程式。 

例如想求通過 )2,1( 且平行 x 軸的直線方程式。 

我們知道平行 x 軸的直線方程式形式是 hy = ，而點 )2,1( 的 y 座標為 2。 

因此可以直接寫出直線方程式為 2=y 。 

 

 

圖 4.2-17， 2=y 的圖形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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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2.2-5  

求通過 )2,1( −− 且垂直 y 軸的直線方程式。 

詳解： 

垂直 y 軸的直線方程式，形式為 hy =  

)2,1( −− 的 y 座標為－2 

可將直線方程式寫為： 2−=y  

 

 

     

      

 

圖 4.2-18 

 

【練習】4.2.2-5 

求通過 )2,3( − 且平行 y 軸的直線方程式。 

            

 

 

 

 

 

 

 

 

y 

x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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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座標平面上任兩點，一定可以找到通過此兩點的直線，但是三點就不一定了。 

若是三點在同一條直線上，我們稱為三點共線。 

如圖 4.2-19(a)，三點共線，但在圖 4.2-19(b)中，三點就沒有共線了。 

 

   

圖 4.2-19(a)          圖 4.2-19(b)  

 

如何決定三點是否共線呢？我們只要隨意拿兩點，求得通過此兩點的直線方程式，然

後將第三點代入這個方程式，如能滿足此方程式，則三點共線，如不滿足，就不共線。 

 

例題 4.2.2-6  

座標平面上有三點 A )5,1( 、B )3,0( 、C )1,2( −− ，請判斷此三點是否共線。 

詳解： 

判斷三點是否共線：先找兩點求出直線方程式，再看第三點是否在直線上。 

我們先求出通過 A )5,1( 、B )3,0( 兩點的直線 

設直線方程式為 baxy += ，然後分別將 A )5,1( 、B )3,0( 兩點代入： 

代入 )5,1( ： ba+=5   化簡得 5=+ba  

代入 )3,0( ： b=3   化簡得 3=b  

x 

y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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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成聯立方程式： 

  




=

=+

3

5

b

ba

)2......(

)1......(
 

將(2)代入(1)得 2=a  

通過 A )5,1( 、B )3,0( 兩點的直線方程式為 32 += xy   

 

接著我們再看看 C )1,2( −− 是否在 32 += xy 上 

將 )1,2( −−  代入 32 += xy  

左式： 1−=y  

右式： 13)2(232 −=+−=+x  

左式＝右式，可知 C )1,2( −− 在 32 += xy 上 

因此 A、B、C三點共線        

   

圖 4.2-20  

【練習】4.2.2-6 

座標平面上有三點 A )5,3( − 、B )3,0( − 、C )1,3( −− ，請判斷此三點是否共線。 

            

 

 

 

 

 

 

 

 

x 

y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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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2.2-7  

座標平面上有三點 A )2,2( − 、B )1,0( − 、C )1,2(− ，請判斷此三點是否共線。 

詳解： 

判斷三點是否共線：先找兩點求出直線方程式，再看第三點是否在直線上。 

我們先求出通過 A )2,2( − 、B )1,0( − 兩點的直線 

設直線方程式為 baxy += ，然後分別將 A )2,2( − 、B )1,0( − 兩點代入： 

代入 )2,2( − ： ba+=− 22  化簡得 22 −=+ba  

代入 )1,0( − ： b=−1    化簡得 1−=b  

寫成聯立方程式： 

  




−=

−=+

1

22

b

ba

)2......(

)1......(
 

將(2)代入(1)得
2

1
−=a  

通過 A )5,1( 、B )3,0( 兩點的直線方程式為 1
2

1
−−= xy   

 

接著我們再看看 C )1,2(− 是否在 1
2

1
−−= xy 上 

將 )1,2(−  代入 1
2

1
−−= xy  

左式： 1=y  

右式： 01)2(
2

1
1

2

1
=−−−=−− x  

左式≠右式，可知 C )1,2(− 不在 1
2

1
−−= xy 上 

因此 A、B、C三點不共線        

  

圖 4.2-21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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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4.2.2-7 

座標平面上有三點 A )1,3( 、B )0,1( 、C )3,2( −− ，請判斷此三點是否共線。 

            

 

 

 

 

 

 

 

 

 

 

例題 4.2.2-8  

已知座標平面上三點 A )9,1( −− 、B )15,5( 、C )12,( +cc ，在同一直線上，試求： 

(1)此直線方程式  

(2)c 之值 

詳解： 

題目已說明 A、B、C三點共線，我們可以先用 A、B兩點求出直線方程式，再將 C

點座標代入直線方程式，找出 c 之值。 

 

設直線方程式為 baxy += ，然後分別將 A )9,1( −− 、B )15,5( 兩點代入： 

代入 )9,1( −− ： ba+−=−9   化簡得 9=−ba  

代入 )15,5( ： ba+=515    化簡得 155 =+ba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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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成聯立方程式： 

  




=+

=−

155

9

ba

ba

)2......(

)1......(
 

利用加減消去法，(1)＋(2) 得到： 

1595 +=+ aa   246 =a   4=a  

將 4=a 代入(1)得到：  

94 =−b   5−=b  

通過 A )9,1( −− 、B )15,5( 兩點的直線方程式為 54 −= xy   

 

將 C )12,( +cc 代入 54 −= xy  

5)(4)12( −=+ cc  

5412 −=+ cc  

62 =c  

3=c  

 

因此本題三點共線的直線方程式為 54 −= xy ，c 之值為 3。 

 

【練習】4.2.2-8 

已知座標平面上三點 A )4,3( 、B )4,1( −− 、C )1,( +−− kk ，在同一直線上，試求： 

(1)此直線方程式  

(2)k 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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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節 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的圖解 

我們已經知道了二元一次方程式的解，在座標平面上的圖形是一條直線。那麼若將兩

個二元一次方程式一起畫在座標平面上，其交點有什麼意義呢？本小節我們將搭配第

三章的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來做介紹。 

 

例題 4.2.3-1  

在同一座標平面上畫出下列聯立方程式的圖形，並求聯立方程式的解： 





=−

=+

0

4

yx

yx
 

詳解： 

將各方程式分別找出兩解，再連線畫出直線圖形 

4=+ yx ： 

  將 0=x 代入，得 4=y ，圖形通過 )4,0(  

  將 0=y 代入，得 4=x ，圖形通過 )0,4(  

0=− yx ： 

  將 0=x 代入，得 0=y ，圖形通過 )0,0(  

  將 3=y 代入，得 3=x ，圖形通過 )3,3(  

 畫出圖形，如圖 4.2-22 

 

圖 4.2-22 

 由圖形可以看出，兩直線交於一點，且交點為 )2,2(  

 接著我們來解聯立方程式




=−

=+

0

4

yx

yx

)2......(

)1......(
 

 利用加減消去法，(1)＋(2)得 42 =x ，化簡得 2=x  

 將 2=x 代入(1)，得 2=y 。此聯立方程式之解為 )2,2( ，與圖形交點相同。 

 由本題我們可以知道，若兩直線方程式交於一點，則交點為其聯立方程式的解。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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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2.3-2  

在同一座標平面上畫出下列聯立方程式的圖形，並求聯立方程式的解： 





=+

=+

222

4

yx

yx
 

詳解： 

將各方程式分別找出兩解，再連線畫出直線圖形 

4=+ yx ： 

  將 0=x 代入，得 4=y ，圖形通過 )4,0(  

  將 0=y 代入，得 4=x ，圖形通過 )0,4(  

222 =+ yx ： 

  將 0=x 代入，得 1=y ，圖形通過 )1,0(  

  將 0=y 代入，得 1=x ，圖形通過 )0,1(  

 畫出圖形，如圖 4.2-23 

 

圖 4.2-23 

 由圖形可以看出，兩直線互相平行，沒有交點 

 接著我們來解聯立方程式




=+

=+

222

4

yx

yx

)2......(

)1......(
 

 (2)÷2得： )3......(1=+ yx  

利用加減消去法，(1)－(3)得 30 = ，不合理，表示此方程組無解。 

 

 由本題我們可以知道，若兩直線方程式平行，則其聯立方程式無解。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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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2.3-3  

在同一座標平面上畫出下列聯立方程式的圖形，並求聯立方程式的解： 





=+

=+

822

4

yx

yx
 

詳解： 

將各方程式分別找出兩解，再連線畫出直線圖形 

4=+ yx ： 

  將 0=x 代入，得 4=y ，圖形通過 )4,0(  

  將 0=y 代入，得 4=x ，圖形通過 )0,4(  

822 =+ yx ： 

  將 0=x 代入，得 4=y ，圖形通過 )4,0(  

  將 0=y 代入，得 4=x ，圖形通過 )0,4(  

 畫出圖形，如圖 4.2-24 

 

圖 4.2-24 

 由圖形可以看出，兩直線重合 

 接著我們來解聯立方程式




=+

=+

822

4

yx

yx

)2......(

)1......(
 

 (2)÷2得： )3......(4=+ yx  

利用加減消去法，(1)－(3)得 00 = ，表示此方程組有無限多組解。 

 

 由本題我們可以知道，若兩直線方程式重合，則其聯立方程式有無限多組解。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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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三個例題可以知道，兩條直線方程式在直角座標上的圖形有交於一點、平行、

重合三種狀況，而我們在第三章所解的聯立方程式，都是交於一點的情形，所以可以

找出一組解。 

 

要如何判斷方程組究竟是交於一點、平行、重合哪種情況呢？ 

假設有聯立方程式




=+

=+

222

111

cybxa

cybxa
，我們可以從係數關係來判斷解的種類： 

1. 若
2

1

2

1

b

b

a

a
 ，則此方程組恰有一組解 

2. 若
2

1

2

1

2

1

c

c

b

b

a

a
= ，則此方程組為無解 

3. 若
2

1

2

1

2

1

c

c

b

b

a

a
== ，則此方程組為無限多組解 

我們來用前面三個例題驗證看看： 

例題 4.2.3-1  聯立方程式是




=−

=+

0

4

yx

yx
 

11=a 、 11=b 、 41=c 、 12=a 、 12 −=b 、 02=c  

1

1

1

1

−
 ，可確認此方程組恰有一組解 

 

例題 4.2.3-2  聯立方程式是




=+

=+

222

4

yx

yx
 

11=a 、 11=b 、 41=c 、 22=a 、 22=b 、 22=c  

2

4

2

1

2

1
= ，可確認此方程組無解 

 

例題 4.2.3-3 聯立方程式是




=+

=+

822

4

yx

yx
 

11=a 、 11=b 、 41=c 、 22=a 、 22=b 、 82=c  

8

4

2

1

2

1
== ，可確認此方程組有無限多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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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的圖形結論： 

在座標平面上，兩個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為兩條直線。 

(1) 若兩條直線交於一點，則直線的交點就是聯立方程式的解。 

(2) 若兩條直線平行，因為沒有交點，所以聯立方程式無解。 

(3) 若兩條直線重合，則有無數個交點，所以聯立方程式有無限多解。 

 

兩條直線相交的情形： 

       

(a)兩線交於一點                      (b)兩線平行                       (c)兩線

重疊 

 

 

聯立方程式




=+

=+

222

111

cybxa

cybxa
解的種類與條件： 

條件 圖形 解的個數 

2

1

2

1

b

b

a

a
  兩直線相交於一點 恰有一組解 

2

1

2

1

2

1

c

c

b

b

a

a
=  兩直線平行 無解 

2

1

2

1

2

1

c

c

b

b

a

a
==  兩直線重合 無限多組解 

x 

y 

x 

y 

x 

y 

圖 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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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2.3-4  

判斷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




=+

=−

23

43

yx

yx
解的種類，並在座標平面上畫出圖形。 

詳解： 

1

1

3

3 −
 ，因此解的種類為"恰有一組解" 

將各方程式分別找出兩解，再連線畫出直線圖形 

43 =− yx ： 

  將 0=x 代入，得 4−=y ，圖形通過 )4,0( −  

  將 1=x 代入，得 1−=y ，圖形通過 )1,1( −  

23 =+ yx ： 

  將 0=x 代入，得 2=y ，圖形通過 )2,0(  

  將 2=x 代入，得 4−=y ，圖形通過 )4,2( −  

 畫出圖形，如圖 4.2-26。 

 

圖 4.2-26 

【練習】4.2.3-4 

判斷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




=−

=−−

32

52

yx

yx
解的種類，並在座標平面上畫出圖形。 

            

 

 

 

 

 

 

 

x 

x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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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2.3-5  

判斷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




=−

=−

442

12

yx

yx
解的種類，並在座標平面上畫出圖形。 

詳解： 

4

2

2

1

−

−
= ，

4

1

4

2


−

−
，因此解的種類為"無解" 

將各方程式分別找出兩解，再連線畫出直線圖形 

12 =− yx ： 

  將 3=x 代入，得 1=y ，圖形通過 )1,3(  

  將 0=y 代入，得 1=x ，圖形通過 )0,1(  

442 =− yx ： 

  將 0=x 代入，得 1−=y ，圖形通過 )1,0( −  

  將 0=y 代入，得 2=x ，圖形通過 )0,2(  

 畫出圖形，如圖 4.2-27。 

 

圖 4.2-27 

【練習】4.2.3-5 

判斷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




=−

=+−

025

1025

yx

yx
解的種類，並在座標平面上畫出圖形。 

            

 

 

 

 

 

 

 

x 

x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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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2.3-6  

判斷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




−=+−

=−

12

12

yx

yx
解的種類，並在座標平面上畫出圖形。 

詳解： 

2

2

1

1 −
=

−
，

1

1

2

2

−
=

−
，因此解的種類為"無限多組解" 

將各方程式分別找出兩解，再連線畫出直線圖形 

12 =− yx ： 

  將 3=x 代入，得 1=y ，圖形通過 )1,3(  

  將 0=y 代入，得 1=x ，圖形通過 )1,0(  

12 −=+− yx ： 

  將 3=x 代入，得 1=y ，圖形通過 )1,3(  

  將 0=y 代入，得 1=x ，圖形通過 )1,0(  

 畫出圖形，如圖 4.2-28。 

 

圖 4.2-28 

【練習】4.2.3-6 

判斷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




−=−

=+−

1025

1025

yx

yx
解的種類，並在座標平面上畫出圖形。 

            

 

 

 

 

 

 

x 

x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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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節 直線方程式的移動 

若座標平面上的一條直線，往上移動 3 個單位，那麼方程式會有什麼變化呢？本小節

將討論這類直線在座標平面上移動的問題。 

 

在學習直線方程式的移動之前，我們要先瞭解兩條平行的直線間會有什麼關係。  

前一小節我們已經學到，若兩條直線 111 cybxa =+ 與 222 cybxa =+ 互相平行， 

那麼係數關係為：
2

1

2

1

2

1

c

c

b

b

a

a
=  

 

因為 x 與 y 的係數比值相同，因此我們也可以將 x 與 y 的係數化成相同的數， 

兩條平行直線可寫成： 1cbyax =+ 與 2cbyax =+  ( 21 cc  ) 

 

例如例題 4.2.3-5 中兩條平行直線的方程式是




=−

=−

442

12

yx

yx

)2....(

)1....(
 

我們將(2)式除以 2，可以得到 )3....(22 =− yx  

如此(1)與(3)中 x、y 的係數便是相同的。 

 

因為兩條平行直線只有常數項是不同的，因此若我們想找出某條與 12 =− yx 平行的直

線，可以將所求直線設成 kyx =−2 ，接著再利用題目條件找出 k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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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2.4-1  

找出在座標平面上與直線方程式 1243 =− yx 平行，且通過點 )1,2( 的直線方程式。 

詳解： 

與 1243 =− yx 平行的直線，可以設成 kyx =−43  

因為通過點 )1,2( ，因此將 )1,2( 代入可使等式成立。 

將 )1,2( 代入 kyx =−43 ： 

k=− )1(4)2(3  

k=−46  

k=2  

2=k  

得直線方程式為 243 =− yx  

 

圖 4.2-29 

【練習】4.2.4-1 

找出在座標平面上與直線方程式 632 =− yx 平行，且通過點 )2,1( 的直線方程式。 

            

 

 

 

 

 

 

 

 

y 

x 

1243 =− yx  

243 =− yx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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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2.4-2  

找出在座標平面上與直線方程式 84 −=+ yx 平行，且通過點 )1,1( 的直線方程式。 

詳解： 

與 84 −=+ yx 平行的直線，可以設成 kyx =+4  

因為通過點 )1,1( ，因此將 )1,1( 代入可使等式成立。 

將 )1,1( 代入 kyx =+4 ： 

k=+ )1(4)1(  

k=+41  

k=5  

5=k  

得直線方程式為 54 =+ yx  

 

圖 4.2-30 

【練習】4.2.4-2 

找出在座標平面上與直線方程式 84 =+ yx 平行，且通過點 )1,1( − 的直線方程式。 

            

 

 

 

 

 

 

 

 

y 

x 

54 =+ yx  

84 −=+ yx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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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2.4-3  

找出在座標平面上與直線方程式 4=y 平行，且通過點 )3,1( 的直線方程式。 

詳解： 

與 4=y 平行的直線，可以設成 ky =  

因為通過點 )3,1( ，因此將 )3,1( 代入可使等式成立。 

將 )3,1( 代入 ky = ： 

k=)3(  

3=k  

得直線方程式為 3=y  

 

 

 

圖 4.2-31 

【練習】4.2.4-3 

找出在座標平面上與直線方程式 4=x 平行，且通過點 )3,2( 的直線方程式。 

            

 

 

 

 

 

 

 

 

y 

x 

4=y  

3=y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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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2.4-4  

找出在座標平面上與直線方程式 12 += xy 平行，且通過點 )5,1( 的直線方程式。 

詳解： 

本題直線方程式為 12 += xy  

我們可以將平行的直線方程式設成 kxy += 2  

不需要移項設成 cbyax =+ 的形式 

(因為平行的直線只要求常數項即可) 

通過點 )5,1( ，將 )5,1( 代入 kxy += 2 來求出 k。 

k+= )1(2)5( ： 

k+= 25  

k=3  

3=k  

得直線方程式為 32 += xy  

 

圖 4.2-32 

【練習】4.2.4-4 

找出在座標平面上與直線方程式 13 −= xy 平行，且通過點 )2,0( 的直線方程式。 

            

 

 

 

 

 

 

 

 

y 

x 

32 += xy  

12 += x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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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面的題目中，我們已經瞭解了如何找出平行的直線方程式，接下來便可以正式做

直線移動的題目。 

※本書中我們僅討論水平與垂直的移動。 

 

我們先用圖形來看看直線的移動，例如有直線方程式 xy = ，我們將此直線往上移動 2

個單位，如圖 4.2-33。因為圖形不會旋轉，所以移動後的直線仍與原直線平行。 

 

圖 4.2-33 

 

往上移動 2 個單位的直線方程式要如何求出來呢？我們可以先設法找到直線上任一

點，接著就能用前面學過的平行直線方程式觀念來求出。 

將 xy = 往上移動 

2單位後的直線 xy =  

x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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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隨意找一個 xy = 上的點，例如 )1,1( 。 

因為直線是往上移動 2 單位，所以點 )1,1( 往上移動 2 單位，也會在移動後的直線上。 

)1,1( 往上移動 2 單位即 y 座標加 2，也就是 )3,1( 。 

於是我們所要求的直線就可以寫成是：與 xy = 平行且通過 )3,1( 的直線。 

 

設平行的直線方程式為 kxy += ，將 )3,1( 代入： 

 k+= )1()3(  

k+=13  

 k=2  

 2=k  

得到此直線方程式為 2+= xy  

 

也就是直線方程式 xy = 往上移動 2 單位後，得到的直線方程式為 2+=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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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2.4-5 (向上移動的直線方程式) 

在直角座標平面上，若將直線方程式 103 +−= xy 的圖形，向上移動 3個單位長，則

移動後的直線方程式為何？ 

詳解： 

1. 在直線方程式 103 +−= xy 上任取一點： 

代入 3=x ，得 1=y ，即點 )1,3( 在直線上。 

2. 將點 )1,3( 往上移動 3單位： 

  即 y 座標加 3，移動後的座標為 )4,3(  

3. 求平行直線方程式 103 +−= xy 且通過點 )4,3( 的直線： 

  設平行的直線方程式為 kxy +−= 3  

  將 )4,3( 代入 kxy +−= 3 ： 

  k+−= )3(3)4(  

  k+−= 94  

  13=k  

4. 得移動後的直線方程式為 133 +−= xy  

 

圖 4.2-34 

【練習】4.2.4-5 

在直角座標平面上，若將直線方程式 32 += xy 的圖形，向上移動 1 個單位長，則移

動後的直線方程式為何？            

 

 

 

 

 

 

x 

x 

y 

103 +−= xy  

133 +−= x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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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2.4-6 (向下移動的直線方程式) 

在直角座標平面上，若將直線方程式 25 += xy 的圖形，向下移動 2 個單位長，則移

動後的直線方程式為何？ 

詳解： 

1. 在直線方程式 25 += xy 上任取一點： 

代入 0=x ，得 2=y ，即點 )2,0( 在直線上。 

2. 將點 )2,0( 往下移動 2單位： 

  即 y 座標減 2，移動後的座標為 )0,0(  

3. 求平行直線方程式 25 += xy 且通過點 )0,0( 的直線： 

  設平行的直線方程式為 kxy +=5  

  將 )0,0( 代入 kxy +=5 ： 

  k+= )0(5)0(  

  k+= 00  

  0=k  

4. 得移動後的直線方程式為 xy 5=  

 

圖 4.2-35 

【練習】4.2.4-6 

在直角座標平面上，若將直線方程式 xy −= 的圖形，向下移動 4個單位長，則移動

後 

的直線方程式為何？            

 

 

 

 

 

 

x 

x 

y 

25 += xy  

xy 5=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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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2.4-7 (向右移動的直線方程式) 

在直角座標平面上，若將直線方程式 12 −= xy 的圖形，向右移動 3個單位長，則移

動後的直線方程式為何？ 

詳解： 

1. 在直線方程式 12 −= xy 上任取一點： 

代入 0=x ，得 1−=y ，即點 )1,0( − 在直線上。 

2. 將點 )1,0( − 往右移動 3單位： 

  即 x 座標加 3，移動後的座標為 )1,3( −  

3. 求平行直線方程式 12 −= xy 且通過點 )1,3( − 的直線： 

  設平行的直線方程式為 kxy += 2  

  將 )1,3( − 代入 kxy += 2 ： 

  k+=− )3(2)1(  

  k+=− 61  

  7−=k  

4. 得移動後的直線方程式為 72 −= xy  

 

圖 4.2-36 

【練習】4.2.4-7 

在直角座標平面上，若將直線方程式 43 −= xy 的圖形，向右移動 3 個單位長，則移

動後的直線方程式為何？            

 

 

 

 

 

 

x 

x 

y 

12 −= xy  

72 −= x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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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2.4-8 (向左移動的直線方程式) 

在直角座標平面上，若將直線方程式 34 −= xy 的圖形，向左移動 2 個單位長，則移

動後的直線方程式為何？ 

詳解： 

1. 在直線方程式 34 −= xy 上任取一點： 

代入 0=x ，得 3−=y ，即點 )3,0( − 在直線上。 

2. 將點 )3,0( − 往左移動 2單位： 

  即 x 座標減 2，移動後的座標為 )3,2( −−  

3. 求平行直線方程式 34 −= xy 且通過點 )3,2( −− 的直線： 

  設平行的直線方程式為 kxy += 4  

  將 )3,2( −− 代入 kxy += 4 ： 

  k+−=− )2(4)3(  

  k+−=− 83  

  5=k  

4. 得移動後的直線方程式為 54 += xy  

 

圖 4.2-37 

【練習】4.2.4-8 

在直角座標平面上，若將直線方程式 42 +−= xy 的圖形，向左移動 2個單位長，則

移動後的直線方程式為何？            

 

 

 

 

 

 

x 

x 
y 

54 += xy  

34 −= x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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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整理一下剛才所做的直線移動題目： 

例題 4.2-5： 103 +−= xy ，向上移動 3 單位，得到 133 +−= xy  

例題 4.2-6： 25 += xy ，向下移動 2 單位，得到 xy 5=  

例題 4.2-7： 12 −= xy ，向右移動 3 單位，得到 72 −= xy  

例題 4.2-8： 34 −= xy ，向左移動 2 單位，得到 54 += xy  

 

這些移動後的直線方程式是否有什麼規則呢？ 

事實上，座標平面上若有直線方程式 baxy += ： 

(1)往上移動 c 單位後，得到的直線方程式為 cbaxy ++=  

(2)往下移動 c 單位後，得到的直線方程式為 cbaxy −+=  

(3)往右移動 c 單位後，得到的直線方程式為 bcxay +−= )(  

(4)往左移動 c 單位後，得到的直線方程式為 bcxay ++= )(  

 

我們來驗證看看： 

例題 4.2-5： 103 +−= xy ，向上移動 3 單位： 

3103 ++−= xy ，化簡得 133 +−= xy ，與原答案相同。 

例題 4.2-6： 25 += xy ，向下移動 2 單位： 

25 += xy ，化簡得 xy 5= ，與原答案相同。  

例題 4.2-7： 12 −= xy ，向右移動 3 單位： 

得到 1)3(2 −−= xy ，化簡得 72 −= xy ，與原答案相同。  

例題 4.2-8： 34 −= xy ，向左移動 2 單位後： 

得到 3)2(4 −+= xy ，化簡得 54 += xy ，與原答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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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節 習題 

習題 4.2-1 

下表中的 x、y 值都是二元一次方程式 42 =+ yx 的解，請完成下表，並在座標平面

上標出各數對的位置。 

 

              

 

 

 

 

習題 4.2-2 

A )3,1( 、B )0,2( 、C )2,3( 、D )6,0( − 、E )12,2(− 、F )1,
3

7
(  

在座標平面上各點中，會落在直線 63 =− yx 上的有（           ）。 

x 0 1 2   

y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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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4.2-3 

(1)畫出 2=+ yx 的圖形。 

 

 

 

(2)畫出 123 =− yx 的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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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畫出 623 −=+ yx 的圖形。 

 

 

習題 4.2-4 

(1)求通過 )0,0( 、 )2,2( −− 兩點的直線方程式。 

 

(2)求通過 )2,0( 、 )2,6( − 兩點的直線方程式。 

 

(3)求通過 )3,1( 、 )1,1( −− 兩點的直線方程式。 

 

(4)求通過 )3,4( −− 、 )1,2( − 兩點的直線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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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4.2-5 

(1)若直線方程式 4=+ ymx 通過點 )4,2( − ，試求 m 的值。 

 

(2)若直線方程式 1352 −=− yx 通過點 )3,(a 、 ),4( b− ，試求 a、b 的值。 

 

習題 4.2-6 

已知 P )4,3( 、Q )2,0( − 、R )3,3(− 為座標平面上的三點，請分別求出直線 PQ、直線 QR、

直線 PR的方程式。 

 

習題 4.2-7 

(1)求通過 )0,0( 且平行 x 軸的直線方程式。 

 

(2)求通過 )2,1( 且垂直 x 軸的直線方程式。 

 

(3)求通過 )3,2( 且平行 y 軸的直線方程式。 

 

(4)求通過 )3,4( −− 且垂直 y 軸的直線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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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4.2-8 

直線L的方程式為 1553 −=− yx ，試求： 

(1)L與 x 軸的交點座標。 

 

(2)L與 y 軸的交點座標。 

 

(3)L與兩軸圍成的三角形面積。 

 

(4)L不通過哪個象限？ 

 

習題 4.2-9 

直線M的方程式為 1232 =− yx ，試求： 

(1)M與 x 軸的交點座標。 

 

(2)M與 y 軸的交點座標。 

 

(3)M與兩軸圍成的三角形面積。 

 

(4)M不通過哪個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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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4.2-10 

(1) 632 =+ yx 不通過第幾象限？  (2) 632 =− yx 不通過第幾象限？ 

 

(3) 632 =+− yx 不通過第幾象限？  (4) 632 =−− yx 不通過第幾象限？ 

 

(5)若 a＞0、b＞0，則 6=+byax 不通過第幾象限？   

 

(6)若 a＞0、b＜0，則 6=+byax 不通過第幾象限？   

 

(7)若 a＜0、b＞0，則 6=+byax 不通過第幾象限？   

 

(8)若 a＜0、b＜0，則 6=+byax 不通過第幾象限？   

 

習題 4.2-11 

(1)座標平面上，若直線方程式 kyx =+73 通過原點，試求 k 之值。   

 

(2)座標平面上，若直線方程式 132 −=+− kyx 通過原點，試求 k 之值。  

 

(3)座標平面上，若直線方程式 1)1(3 +=++ nymx 通過原點與 )3,2( ，試求 m、n 之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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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4.2-12 

(1)座標平面上有三點 )3,3( 、 )0,0( 、 )2,2( −− 請判斷此三點是否共線。   

 

(2)座標平面上有三點 )4,1( 、 )1,1(− 、 )1,2( −− 請判斷此三點是否共線。  

  

 

(3)座標平面上有三點 )4,2(− 、 )1,1(− 、 )5,( −k ，若此三點共線，試求 k 之值。 

 

   

(4)座標平面上有三點 )3,4( 、 )0,2( 、 ),0( k ，若此三點共線，試求 k 之值。  

 

 

 

習題 4.2-13 

(1) 在座標平面上，判斷 )4,0( 、 )3,2( 、 )2,4( 三點是否共線。若共線，試求出共線

的直線方程式。 

 

 

(2) 在座標平面上，判斷 )2,1( 、 )1,1(− 、 )0,4(− 三點是否共線。若共線，試求出共線

的直線方程式。 

 

 

(3) 在座標平面上，判斷 )2,2( − 、 )1,1( 、 )4,0( 三點是否共線。若共線，試求出共線

的直線方程式。 

 

 

 



4-108 

 

習題 4.2-14 

(1)在座標平面上，求直線方程式 03=−x 與 05=−y 的交點座標。 

 

 

 

(2)在座標平面上，求直線方程式 82 =+ yx 與 33 =− yx 的交點座標。 

 

 

 

(3)在座標平面上，求直線方程式 1−=+ yx 與 42 −=− yx 的交點座標。 

 

 

 

習題 4.2-15 

判斷座標平面上的兩線關係，在各小題括號中填入相交於一點、平行或重合。 

(1)




=+

=+

6

4

yx

yx
，兩線關係為（            ） 

 

(2)




=+

=+

44

42

yx

yx
，兩線關係為（            ） 

 

(3)




=+

=+

822

4

yx

yx
，兩線關係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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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

43

43

yx

yx
，兩線關係為（            ） 

 

(5)




=+

=+

724

72

yx

yx
，兩線關係為（            ） 

 

(6)




+−=

+−=

12

36

xy

xy
，兩線關係為（            ） 

 

 

習題 4.2-16 

(1)在座標平面上，求通過點 )5,3( 且平行直線方程式 1−=− yx 的直線方程式。 

 

 

 

(2)在座標平面上，求通過點 )3,4( 且平行直線方程式 12 =− yx 的直線方程式。 

 

 

 

(3)在座標平面上，求通過點 )1,3( 且平行直線方程式 32 += xy 的直線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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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4.2-17 

在直角座標平面上，有一條直線 L： 1+= xy ，回答下列問題： 

(1)將 L向上移動 2單位，則移動後的直線方程式為何？ 

(2)接著再將 L向右移動 2單位，則移動後的直線方程式為何？ 

(3)接著再將 L向下移動 4單位，則移動後的直線方程式為何？ 

(4)接著再將 L向左移動 3單位，則移動後的直線方程式為何？ 

 

 

 

 

 

習題 4.2-18 

在直角座標平面上，有一條直線 L： 32 −= xy ，回答下列問題： 

(1)將 L向上移動 2單位，則移動後的直線方程式為何？ 

(2)接著再將 L向右移動 2單位，則移動後的直線方程式為何？ 

(3)接著再將 L向下移動 4單位，則移動後的直線方程式為何？ 

(4)接著再將 L向左移動 3單位，則移動後的直線方程式為何？ 

 



4-111 

 

習題 4.2-19 

在直角座標平面上，有一條直線 L： 632 =+ yx ，回答下列問題： 

(1)將 L向上移動 2單位，則移動後的直線方程式為何？ 

(2)接著再將 L向右移動 2單位，則移動後的直線方程式為何？ 

(3)接著再將 L向下移動 4單位，則移動後的直線方程式為何？ 

(4)接著再將 L向左移動 3單位，則移動後的直線方程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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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節 直角座標的應用題與綜合題 

 

 

例題 4.3-1 

如圖 4.3-1，從學校出發，往東走 3公里， 

再往北走 2公里後可到達郵局；從學校往西 

走 3公里，再往北走 3 公里可到達火車站； 

從學校往西走 5公里，再往南走 4公里可到 

達書店。若定義學校座標為原點 )0,0( ，郵 

局座標為 )2,3( ，向東為 x 軸正向，向北為 y 

軸正向，則火車站與書店座標如何表示？    

圖 4.3-1 

詳解： 

火車站座標為原點 )0,0( ，郵局座標為 )2,3( ， 

且從學校到郵局需往東走 3公里，往北走 2公里 

也就是座標軸 1單位代表 1公里。 

往東為正，則往西為負。 

往北為正，則往南為負。 

學校到火車站需往西走 3公里，往北走 3公里，因此座標為 )3,3(− 。 

學校到書店需往西走 5 公里，往南走 4公里，因此座標為 )4,5( −− 。 

 

 

 

 

 

 

 

圖 4.3-2 

答：火車站座標為 )3,3(− ；書店座標為 )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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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3-2 

如圖 4.3-3，座標平面上，ABCD為一邊長 

為 5的正方形。已知 A 點座標為 )3,2(− ， 

且 AB 平行 y 軸，試求： 

(1)B點座標 

(2)D點座標 

(3)過 B、D兩點的直線方程式。 

 

圖 4.3-3 

詳解： 

(1) 因為 AB 平行 y 軸，且邊長為 5，因此 A點往下 5單位可到達 B 點 

  即 A點的 y 座標減 5可得到 B點。 

  B點座標為： )2,2()53,2( −−=−−  

(2) 因為 ABCD 為正方形，因此 AD與 AB 垂直。 

AB 平行 y 軸，即 AD平行 x 軸。 

因此 A點往右 5單位可到達 D點，即 A點的 x 座標加 5可得到 D點。 

  D點座標為： )3,3()3,52( =+−  

(3) 求過 B )2,2( −− 與 D )3,3( 兩點的直線方程式 

  設直線方程式為 baxy +=  

  代入 )2,2( −− 得： ba+−=− 22 ，化簡為 )1......(22 =−ba  

  代入 )3,3( 得： ba+=33 ，化簡為 )2......(33 =+ba  

  列出聯立方程式




=+

=−

33

22

ba

ba

)2......(

)1......(
 

  利用加減消去法(1)＋(2)： 

3232 +=+ aa  

55 =a  

1=a  

將 1=a 代入(1)，解得 0=b ，得直線方程式為 xy =  

 答：(1)B點座標為 )2,2( −− ；(2)D 點座標為 )3,3( ；(3)直線方程式為 xy = 。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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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3-3 

座標平面上有三條直線 1:1 += xyL 、 133:2 +−= xyL 、 1:3 =yL 圍成一個三角形，

試求此三角形之面積。 

詳解： 

要求三角形面積，我們可將三角形畫出來，再從圖中找出底跟高。 

先找出各個交點 

令 L1與 L2交點為 A；L1與 L3交點為 B；L2 與 L3交點為 C。 

  求 A點座標： 





+−=

+=

133

1

xy

xy

)2......(

)1......(
 

   (1)－(2)可解得 3=x ，再代入(1)解得 4=y ，得 A點座標為 )4,3(  

  求 B點座標： 





=

+=

1

1

y

xy

)4......(

)3......(
 

   (4)代入(1)解得 0=x ， 得 B點座標為 )1,0(  

  求 C點座標： 





+−=

=

133

1

xy

y

)6......(

)5......(
 

   (5)代入(6)解得 4=x ， 得 C點座標為 )1,4(  

  如圖 4.3-4，我們令底為BC  

  則高為 A到BC 的距離， 

  從 A作一鉛直線到BC ，令交點為 D 

  由圖可知 D點座標為 )1,3( ，高即為 AD。 

AD長度： 314 =−  

BC 長度： 404 =−  

三角形 ABC面積 

2= ADBC 234 = 6=       

答：三角形面積為 6平方單位。        圖 4.3-4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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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3-4 

如圖 4.3-5，地圖上有學校與一直線公路。從學 

校出發，往東走 3公里可到達公路。一樣從學 

校出發，往西 1公里，再往北 2公里可到達公 

路。請問若從學校出發，往北走多少公里後可 

到達公路？ 

 

圖 4.3-5 

詳解： 

我們將地圖想成是直角座標，令學校為原點，往東為 x 軸正向， 

往北為 y 軸正向，座標軸 1單位為 1公里。可得學校座標為 )0,0( 。 

往東走 3公里可到達公路： 

 往東 3公里即為 x 座標加 3，因此往東 3 公里後的座標為 )0,3(  

 往東 3公里後到達公路，因此點 )0,3( 在此公路上。 

往西 1公里，再往北 2 公里可到達公路： 

 往西 1公里即為 x 座標減 1，因此往西 1 公里後的座標為 )0,1(−  

 往北 2公里即為 y 座標加 2，因此往北 2 公里後的座標為 )2,1(−  

 往西 1公里，再往北 2公里可到達公路，因此點 )2,1(− 在此公路上。 

   點 )0,3( 與點 )2,1(− 都在此直線公路上，我們利用此兩點求出直線方程式： 

  設直線方程式為 baxy +=  

  代入 )0,3( 得： ba+=30 ，化簡為 )1......(3ab −=  

  代入 )2,1(− 得： ba+−=2 ，化簡為 )2......(2=+− ba  

  將(1)代入(2)，解得
2

1
−=a ， 

  將
2

1
−=a 代入(1)，解得

2

3
=b  

  得直線方程式為
2

3

2

1
+−=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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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問從學校出發，往北走多少公里後可到達公路。 

也就是 x 座標不變，只移動 y 座標來到達直線上。 

原點的 x 座標為 0，我們將 0=x 代入
2

3

2

1
+−= xy  

  
2

3
)0(

2

1
+−=y ，解得 5.1

2

3
==y  

  因此 )3,0( 在直線上，從原點出發，往上走 1.5 單位會到達直線。 

回到地圖上，也就是從學校出發，往北走 1.5公里可到達公路。 

 

 

圖 4.3-6 

 

答：從學校出發，往北走 1.5公里後可到達公路。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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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3-5 

座標平面上，已知三條直線 12 −=+ yx 、 72 −=− yx 、 8−=+myx 相交於一點，試

求： 

(1)三條直線的交點座標。 

(2)m 之值。 

詳解： 

三條直線相交於一點，我們可先利用其中兩條直線求出交點座標。再將交點座標代

入第三條直線，求出 m 之值。 

(1) 求 12 −=+ yx 與 72 −=− yx 的交點 

  




−=−

−=+

72

12

yx

yx

)2......(

)1......(
 

利用加減消去法(1)＋(2)： 

)7()1(22 −+−=+ xx  

84 −=x  

2−=x  

將 2−=x 代入(1)，解得 3=y ，得交點座標為 )3,2(−  

(2) 將 )3,2(− 代入 8−=+myx  

  8)3()2( −=+− m  

  832 −=+− m  

  63 −=m  

  2−=m  

 答：(1)交點座標為 )3,2(− ；(2) 2−=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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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3-6 

在座標平面上，若兩直線 83 =+ ayx 與 5)2(6 −=++ yax 互相平行。試求 a 之值。 

詳解： 

兩直線平行，係數關係為
2

1

2

1

2

1

c

c

b

b

a

a
=  

26

3

+
=

a

a
 

交叉相乘得 aa 6)2(3 =+  

    aa 663 =+  

    2=a  

答： 2=a 。     

 

 

例題 4.3-7 

在座標平面上，若兩直線 8=+ ayx 與 164 =+ ybx 重合。試求 a、b 之值。 

詳解： 

兩直線重合，係數關係為
2

1

2

1

2

1

c

c

b

b

a

a
==  

即
16

8

4

1
==

a

b
 

取
16

81
=

b
與

16

8

4
=

a
 

解
16

81
=

b
，交叉相乘得 168 =b ，解得 2=b  

解
16

8

4
=

a
，交叉相乘得 3216 =a ，解得 2=a  

答： 2=a 、 2=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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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3-8 

在座標平面上，若兩直線 8=+byax 與 1−=+− aybx 相交於點 )1,2( 。試求 a、b 之值。 

詳解： 

兩直線 8=+byax 與 1−=+− aybx 相交於點 )1,2( ，也就是 )1,2( 在兩線上。 

我們將 )1,2( 代入兩線求出 a、b 之值。 

)1,2( 代入 8=+byax ： 

  )1(..........82 =+ba  

)1,2( 代入 1−=+− aybx ： 

  )2.....(12 −=+− ab  

寫成聯立方程式： 

  




−=+−

=+

12

82

ab

ba

)2......(

)1......(
 

利用加減消去法，(1)×2： )3(..........1624 =+ ba  

(3)＋(2)： )1(164 −+=+aa  

    155 =a  

    3=a  

將 3=a 代入(1)，得 2=b 。 

答： 3=a ； 2=b 。     

例題 4.3-9 

在座標平面上，若兩直線 32 =+ yax 與 232 −=+− yx 的交點在 x 軸上，試求 a 之值。 

詳解： 

在 x 軸上的點，即 y 座標為 0。我們將 0=y 代入 232 −=+− yx 來求出交點座標： 

2)0(32 −=+− x ，得 1=x 。即交點為 )0,1(  

將 )0,1( 代入 32 =+ yax 來求出 a： 

3)0(2)1( =+a ，得 3=a 。 

答： 3=a 。



4-120 

 

4.3 節 習題 

習題 4.3-1 

如圖 4.3-7，從學校出發，往東走 3公里，  

再往南走 2公里後可到達學校；從學校往西 

走 5公里，可到達百貨公司；從百貨公司往 

西走 1公里，再往北走 4公里可到達游泳池。 

若定義火車站座標為原點 )0,0( ，學校座標為 

)2,3( − ，向東為 x 軸正向，向北為 y 軸正向， 

則百貨公司與游泳池座標如何表示？     

 

 

圖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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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4.3-2 

在座標平面上，ABCD 為一長方形，A點座標為 )4,4(− ，C點在第四象限，線段 AB長

度為 6且平行 y 軸，線段 BC長度為 9。試求： 

(1)B、C、D點座標。 

(2)直線 BD的方程式。 

 

 

習題 4.3-3 

座標平面上有三點 A )3,1( 、B )1,3( −− 、C )1,4( − ，試求三角形 ABC 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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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4.3-4 

在座標平面上，若三點 )2,4( −− 、 )1,3( 、 ),22( tt + 在同一直線上，則共線的直線方程

式為何？t 之值為何？ 

 

 

習題 4.3-5 

在座標平面上，若兩直線 22 =− yx 、 1=+ yax 相交於 x 軸上，試求此交點座標與 a

的值。 

 

 

習題 4.3-6 

在座標平面上，若三直線 13 =− yx 、 52 =+ yx 、 85 =+ yax 相交於同一點，試求此

交點座標與 a 的值。 

 

 

習題 4.3-7 

座標平面上，已知兩直線 byax =+7 與 245 =+− byx 的交點為 )2,4( −− ，則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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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4.3-8 

已知兩直線 72 =+ ymx 與 146 =−nyx 互相重合，則 m＝？ 

 

 

 

習題 4.3-9 

在座標平面上，若兩直線 byax =−3 與 1468 =− yx 無交點，則 a、b 的條件為何? 

 

 

 

 

習題 4.3-10 

已知兩直線 532 =− yx 與 124 =+myx 相交於一點，則 m 的條件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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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綜合習題 

習題 1： 

寫出下列各點分別在哪一象限或哪一座標軸上？ 

座標 )0,2(  )2,3(  )7,3(−  )5,6( −  

位置     

座標 )4,22( −−  )5,0( −  )6,7(  )0,2(−  

位置     

 

 

習題 2： 

座標平面上，有一人從 )4,2( 出發，向南走 5單位，然後向西走 3單位，再向北走 6

單位，最後到達 L點。請問 L點座標為何？(東為 x 軸正向，北為 y 軸正向) 

 

 

習題 3： 

若 ),3( aP 在第一象限，且 P 與 x 軸的距離為 5，試求 a 之值。 

 

 

習題 4： 

若 ),( baQ 在 y 軸的負向上，且 Q 與原點的距離為 5，試求 a、b 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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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5： 

座標平面上有四點：P )2,3( 、Q )2,3(− 、R )2,3( −− 、S )2,3( −  

(A)P與 Q (B)P與 R (C)P與 S (D)Q與 R (E)Q與 S (F)R與 S 

請用代號 A～F回答下列問題：(複選) 

(1)有哪幾組對稱於 x 軸？（           ） 

(2)有哪幾組對稱於 y 軸？（           ） 

(3)有哪幾組對稱於原點？（           ） 

 

習題 6： 

若座標平面上 A )12,1( −+ ba 、B )2,22( +− ba 兩點表示同一點，試求 A點座標。 

 

習題 7： 

若座標平面上 P )12,22( −− ba 、Q )8,53( −− ab 兩點對稱於 x 軸，試求 P點座標。 

 

 

習題 8： 

下表中的 x、y 是二元一次方程式 165 =+ yx 的解，請完成下表。 

x  0 1 2 3 4 

y 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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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9： 

黑兔颱風在座標平面上，以等速直線前進。今日清晨 3時，颱風眼在 )6,3( 的位置，

今日上午 7時，颱風眼在 )2,1( 的位置。試回答下列問題： 

(1)颱風移動路徑在哪條直線方程式上？ 

(2)有一個小島在 )2,1( −− 的位置，若此颱風繼續直線前進，請問颱風眼是否會通過

小島？ 

 

 

習題 10： 

座標平面上有兩直線： 4−= axy 、 1+−= xy ，兩線交點為 ),4( b 。試回答下列問題： 

(1)求兩線交點座標。 

(2)求 a 之值。 

 

 

習題 11： 

座標平面上三條直線： 12 −=+ yx 、 752 −=− yx 、 74 −=+byx 相交於同一點，試求

b 之值。 

 

習題 12： 

若直線 04 =−+ ymx 通過點 )2,1( ，試求 m 之值。 

 

習題 13： 

若直線 M上的任一點都可表示為 )13,( +aa ，則 M的方程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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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14： 

已知直線 L的方程式為 2438 =+ yx ，試求： 

(1)直線 L與 x 軸的交點座標。 

(2)直線 L與 y 軸的交點座標。 

(3)直線 L與兩軸所圍成的三角形面積。 

(4)直線 L不通過哪一象限？ 

 

習題 15： 

如圖 4-1，正方形 ABCD 邊長為 7，  

且 AB 平行 y 軸，A 座標為 )3,4(− ， 

試求： 

(1)B 點座標。 

(2)直線 BD 的方程式。 

 

 

              圖 4-1 

             

習題 16： 

如圖 4-2，三角形 ABC 的頂點座標分別為 )8,6(−A 、 )4,6( −−B 、 

)1,1(−C ，試求： 

(1)過 B、C 兩點的直線方程式。 

(2)三角形 ABC 的面積。 

 

 

       

                   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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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17： 

座標平面上有三條直線： 32 −=+ yx 、 0=− yx 、 03=−y ，試求此三直線圍成的三

角形面積。 

 

 

習題 18： 

座標平面上有兩條直線： 124 =− yx 、 3−=+ yax ，若此兩直線相交於 x 軸上，試求

a 之值。 

 

 

習題 19： 

座標平面上有三點： ),2( mmP 、 )1,4( −Q 、 )2,1(R ，若此三點在同一直線上，試求： 

(1)此直線方程式。 

(2)m 之值。 

 

習題 20： 

座標平面上有一直線 L： 12 += xy ，若將 L往右移動 2單位，再往下移動 3單位，

則移動後的直線方程式為何？ 

 

 

習題 21： 

已知 0a 、 0b ，則座標平面上的直線 03=++byax 不通過第幾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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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22： 

如圖 4-3，座標平面上有 )2,4(A 、 )0,2(−B 、 

)4,0( −C 三點，小明想求 ABC 三點所連成的 

三角形面積，作法如下： 

       

                圖 4-3 

1. 畫一個長方形圍住三角形 ABC，即過 A 

  畫水平線與垂直線，過 B 畫垂直線， 

  過 C 畫水平線，交點分別為 D、E、F， 

  如圖 4-4。 

 

 

 

         

                圖 4-4 

2. 可得三角形 ABC 面積 

  ＝長方形 DEFA 面積－三角形 DBA 面積－三角形 ECB 面積 

 －三角形 FAC 面積 

 

試回答下列問題： 

(1)點 D、E、F 的座標為何？ 

(2)長方形 DEFA 的面積為何？ 

(3)三角形 DAB、EBC、FCA 的面積為何？ 

(4)三角形 ABC 的面積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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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測與會考模擬試題 

(  ) 1. 座標平面上，下列哪一個數對所表示的點，與 x 軸距離最近？ 

【90(一)基測】 

 (A) )3,1(   (B) )2,5( −   (C) )5,3(−   (D) )4,0( −  

 

(  ) 2. 如圖(一)，四邊形 ABCD 為矩形，已知 A點座標為 

)3,2(− ，B點座標為 )3,2( −− ，D點座標為 )3,4( ， 

則下列四個選項中，何者為直線 BC的方程式？ 

【90(一)基測】           

 (A) 03=−y   (B) 03=+y   (C) 01=−x   (D) 04 =−x   圖(一) 

 

(  ) 3. 如圖(二)，玉山在座標平面上的位置為 )5.23,121( ； 

已知 x軸的正向指向東方，y軸的正向指向北方， 

且每個方格的邊長均為 1個單位。如果飛機從玉山 

上空向西飛行 0.5個單位，再向北飛行 1個單位， 

到達 P點上空，則 P點最接近下列哪一個位置？ 

【90(二)基測】          

 (A) )5.24,5.121(    (B) )5.24,5.120(     

 (C) )24,122(     (D) )23,122(        圖(二) 

 

(  ) 4. 如圖(三)，設直線 L為方程式 bxy += 的圖形。已知 

直線 L交 x、y 軸於 A、B兩點。設直線 L1為方程式 

1−= bxy 的圖形。則 L1最有可能是下列哪一個圖形？ 

【90(二)基測】           

圖(三)     

 

 

 

(A)     (B)     (C)     (D) 



4-131 

 

(  ) 5. 續上題，設直線 L 2 為方程式 bxy 22 += 的圖形，且交 x、y 軸於 C、D 兩點；

若 L 和 x、y 軸所形成的△OAB 面積為 7 平方單位，則 L 2 和 x、y 軸所形成

的△OCD面積是多少平方單位？【90(二)基測】 

 (A) 7  (B) 14  (C) 21  (D) 28 

 

(  ) 6. 若要座標平面上的相異三條直線 L1： 42 −= xy 、L 2： 3=x 、L 3： 162 =+ yax

有共同的交點，則 =a ？【91(一)基測】 

 (A) 2  (B) 3  (C) 4  (D) 5 

 

(  ) 7. 一條東西向道路與一條南北向道路的交會處有一座雕像，甲車位於雕像東

方 5 km 處，乙車位於雕像北方 7 km 處。若甲、乙兩車以相同速率向雕像

的方向同時出發，當甲車到了雕像西方 1 km 處時，乙車在哪裡？ 

【91(二)基測】 

 (A) 雕像北方 1 km 處   (B) 雕像北方 3 km 處   

(C) 雕像南方 1 km 處  (D) 雕像南方 3 km 處 

 

(  ) 8. 如圖(四)，在座標平面上，直線 L的方程式為 

1234 =+ yx ，O 為原點，x、y 軸的單位長均為 

1公分。若 A點在第四象限且在 L上，與 y 軸的 

距離為 24公分，則 A點與 x 軸的距離為多少公分？ 

【92(一)基測】           

 (A) 15  (B) 18  (C) 28  (D) 32      圖(四)  

 

(  ) 9. 小英的家在座標平面上的位置為 )1,2(−P 。x 軸的正向指向東方，y 軸的正向

指向北方。如果從小英的家向東走 3 單位，再向南走 4 單位，就到小華的

家，那麼下列哪一個點表示小華家的位置？  

【92(二)基測】 

 (A) )5,5(−E   (B) )3,5( −−F   (C) )5,1(G   (D) )3,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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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如圖(五)，直線 L的方程式為 03=−+ yx 。 

請問 P、Q、R、S四點中，哪一個點的座標是 

此方程式的解？【92(二)基測】 

 (A)P  (B) Q  (C) R  (D) S       

 

                圖(五) 

 

 

(  ) 11. 圖(六)為一平面圖。若以學校為原點作一座 

標平面，其中學校到游泳池的方向為 x 軸的正 

向，學校到新生大樓的方向為 y 軸的負向，則圖 

書館在此平面的第幾象限？【93(一)基測】   

 

 

 (A)一  (B) 二  (C) 三  (D) 四          圖(六) 

 

 

(  ) 12. 如圖(七)，若座標平面上 P點的座標為 ),( ba ， 

則 =−ba ？ 【93(二)基測】 

(A) 8  (B) 2  (C) －2  (D) －8  

               

                圖(七) 

 

(  ) 13. 如圖(八)，直線 L1、L 2 、L 3分別為方程 

式 axy += 、 bxy +−= 、 cy = 的圖形，下 

列有關 a、b、c 大小關係的敘述何者正確？  

【93(二)基測】              

             

              圖(八)   

 (A) cba    (B) cab    (C) acb    (D) 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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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座標平面上，若點 )2,4(− 在直線 43 =+ayx 上，則 =a ？ 【94(一)基測】 

 (A) －8 (B) 
2

1
−  (C) 4 (D) 8 

 

(  ) 15. 將兩兄妹的年齡分別以 y、x 表示。若在 2004 年時，兄妹兩人的年齡分別

為 16歲、8歲，則下列哪一個圖形為兩人年齡的關係圖？【94(一)基測】 

 (A)

 

(B)

 

(C)

 

(D)

 

 

 

(  ) 16. 在座標平面上，直線 L 的方程式為 axy +−= 3 。若 0a ，則 L 不通過第幾

象限？【95(一)基測】 

 (A) 一  (B) 二  (C) 三  (D) 四 

 

(  ) 17. 如圖(九)，A、B兩點在 x 軸上。今甲、乙兩 

車分別從 A、B兩點同時出發，以逆時針方向分 

別繞著大、小圓周行駛。若甲車每 35分鐘繞一 

圈，乙車每 20 分鐘繞一圈，則當乙車剛好繞完 

第三圈時，甲車位於第幾象限？【95(一)基測】 

          

                  圖(九) 

(A) 一  (B) 二  (C) 三  (D) 四 

 

(  ) 18. 甲、乙、丙、丁、戊五人各站在不同的位置。已知乙在甲的正西方 2 公尺

處，丙在甲的正東方 3 公尺處，丁在甲的正北方 6 公尺處。若戊在丙的正

北方 m 公尺處，使得乙、丁、戊的位置恰在一直線上，則 m＝？ 

【95(一)基測】 

 (A) 9  (B) 12  (C) 15  (D)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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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如圖(十)，在座標平面上，小明從 )8,0( −A 出 

發，每天皆向右走 1單位，向上走 3 單位。第 

一天由 A點走到 A1點，第二天由 A1點走到 A2點， 

…。求小明第九天會到達下列哪一點？ 

【95(二)基測】 

              

 (A) )16,8(   (B) )19,8(   (C) )16,9(   (D) )19,9(   圖(十) 

 

(  ) 20. 在座標平面上，下列哪一點在方程式 723 =− yx 的圖形上？【95(二)基測】 

 (A) )8,3( −−   (B) )5,1(−   (C) )1,2(−   (D) )1,2( −−  

 

(  ) 21. 請閱讀下列的敘述後，回答問題。 

  如圖(十一)，座標平面有一正方形 ABCD，A、C的座 

標分別為 )1,1( 、 )1,1( −− 。已知甲、乙兩人在 A點 

第 1次相遇後，甲自 A點以每秒 a 公尺的速率， 

沿著正方形的邊以逆時針方向等速行走；乙自 A點 

以每秒 b 公尺的速率，沿著正方形的邊以順時針 

方向等速行走。【95(二)基測】       

圖(十一) 

 若 ba 7= ，則甲、乙第二次相遇在何處？ 

(A) )0,1(   (B) )1,1(   (C) )1,0(   (D) )1,1(−  

 

(  ) 22. 承 21，若 ba 7 ，且甲、乙第 2次相遇在 D點，則此兩人第 91次相遇在何

處？ 

(A) A點  (B) B點  (C) C點  (D) D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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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 圖(十二)是四直線 L1、L2、L3、L4 在座標平 

面上的位置，其中有一條直線為方程式  

04=+y 的圖形，求此方程式圖形為何？         

【96(一)基測】         

(A) L 1  (B) L 2   (C) L 3  (D) L 4    

              圖(十二) 

 

 

(  ) 24. 如圖(十三)，座標平面上有 )1,
2

5
(A 、 )4,

3

5
( −−B 兩 

點。過 A、B兩點作直線 L後，判斷下列哪 

一點與直線 L的距離最短？【96(二)基測】        

(A) )1,3( −   (B) )2,1(   (C) )
2

1
,0(   (D) )2,0( −      

              圖(十三) 

 

(  ) 25. 如圖(十四)，某社區的道路是由東西向及南北 

向垂直方式設計而成。已知東西向相鄰兩條 

道路之間的距離均為 a公尺，南北向相鄰兩 

條道路之間的距離均為 b公尺。若小明從 A 

向東走到 P，再向北走到 B，共走 230 公尺；  

小華從 B向東走到 Q，再向北走到 C，共走 

210 公尺，則 =+ba ？ 【96(二)基測】     圖(十四) 

 (A) 100     (B) 110    (C) 120   (D)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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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 以下是甲、乙、丙三人看地圖時對四個地標的描述： 

 甲：從學校向北直走 500 公尺，再向東直走 100公尺可到圖書館。 

 乙：從學校向西直走 300 公尺，再向北直走 200公尺可到郵局。 

 丙：郵局在火車站西方 200公尺處。 

 根據三人的描述，若從圖書館出發，判斷下列哪一種走法，其終點是火車

站？【97(一)基測】  

(A) 向南直走 300公尺，再向西直走 200 公尺   

(B) 向南直走 300公尺，再向西直走 600 公尺   

(C) 向南直走 700公尺，再向西直走 200 公尺   

(D) 向南直走 700公尺，再向西直走 600 公尺 

 

(  ) 27. 小華從圖(十五)的 A點出發，沿 ABCDEF 路線行走。 

已知 A、B兩點座標分別為 )2,1( −− 、 )2,9( − ，且 

10=AB ， 8=BC ， 6=CD ， 4=DE ， 2=EF ， 

則終點 F座標為何？【97(二)基測】     

 (A) )4,6(   (B) )2,5(   (C) )1,4(   (D) )1,2(   

                 圖(十五) 

(  ) 28. 阿美自一袋中取球，以每次取出數球且取後放回的方式，任取 5 次。若某

次取出的球數以 x 表示；該次取球未放回前，袋內所剩的球數以 y 表示，

且將每次的取球情況寫成數對 ),( yx 並畫在座標平面上，則此圖可能是下列

哪一圖形？【97(二)基測】 

 (A)   (B)   (C)   (D)  

 

(  ) 29. 座標平面上，點 )3,2(P 在直線 L上，其中直線 L的方程式為 72 =+byx ，求

=b ？【98(一)基測】 

 (A)1 (B)3 (C) 
2

1
 (D)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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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 已知座標平面上有一點 A，座標為 )2,1( 。若有一點 B在第二象限，且 B點到

x 軸的距離與 A 點到 x 軸的距離相等，則直線 AB的方程式為何？ 

【98(二)基測】 

 (A) 1=x  (B) 2=x  (C) 2=y  (D) 3=+ yx  

 

(  ) 31. 座標平面上，在第二象限內有一點 P，且 P點到 x 軸的距離是 4，到 y 軸的

距離是 5，則 P點座標為何？【99(一)基測】 

 (A) )4,5(−  (B) )5,4(−  (C) )5,4(  (D) )4,5( −  

 

(  ) 32. 圖(十六)有四直線 1L 、 2L 、 3L 、 4L ，其中有一直線為方程式 622513 =− yx 的

圖形，則此方程式圖形為何？【99(二)基測】 

 

 

 

  

 

圖(十六) 

 (A) 1L    (B) 2L     (C) 3L     (D) 4L   

 

(  ) 33. 圖(十七)的座標平面上，有一條通過點 )2,3( −−  

的直線 L。若四點 ),2( a− 、 ),0( b 、 )0,(c 、 )1,( −d  

在 L上，則下列數值的判斷，何者正確？ 

【100 年度北北基聯招】 

 (A) 3=a  (B) 2−b  (C) 3−c  (D) 2=d    

                 圖(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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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 如圖(十八)，座標平面上有兩直線 L、M，其方 

程式分別為 9=y 、 6−=y 。若 L上有一點 P，M 

上有一點 Q，PQ與 y 軸平行，且PQ上有一點 R， 

2:1: =RQPR ，則 R點與 x 軸的距離為何？ 

【100 年度北北基聯招】        

(A) 1     (B) 4     (C) 5     (D) 10    圖(十八) 

 

(  ) 35. 座標平面上有一個線對稱圖形， )
2

5
,3( −A 、 )

2

11
,3( −B 兩點在此圖形上且互為

對稱點。若此圖形上有一點 )9,2( −−C ，則 C 的對稱點座標為何？ 

【100 年度北北基聯招】 

  (A) )1,2(−       (B) )
2

3
,2( −−A       (C) )9,

2

3
( −−A       (D) )9,8( −A  

 

(  ) 36. 座標平面上，若點 ),3( b 在方程式 923 −= xy 的圖形上，則 b 值為何？ 

【100(一)基測】 

 (A)－1     (B) 2     (C) 3     (D)9 

 

(  ) 37. 圖(十九)的座標平面上有四直線 L1、L2、L3、L4。若 

這四直線中，有一直線為方程式 01553 =+− yx 的圖 

形，則此直線為何？【100(二)基測】 

 (A) L1 (B) L2 (C) L3 (D) L4 

 

                 圖(十九) 

 

(  ) 38. 如圖（二十），座標平面上直線 L的方程式為 

33 −=− yx 。若有一直線L的方程式為 ay = ，則 

a 的值在下列哪一個範圍時，L與 L 的交點會在 

第二象限？【101 基測】 

 (A)1< 2a   (B)3< 4a   (C) 1< 0a －  (D) 3< 2a － －  

 

圖(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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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9. 座標平面上有一點 A，且 A 點到 x 軸的距離為 3，A 點到 y 軸的距離恰為到

x 軸距離的 3倍。若 A 點在第二象限，則 A 點的座標為何？【102 基測】 

 (A) )3,9(−      (B) )1,3(−      (C) )9,3(−      (D) )3,1(−  

 

(  ) 40. 圖(二十一)的座標平面上有 P、Q兩點，其座標分別 

為 ),5( a 、 )7,(b 。根據圖中 P、Q兩點的位置，判斷點 

)10,6( −− ab 落在第幾象限？【103 特招】 

 (A) 一  (B) 二  (C) 三  (D) 四 

 

圖(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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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解答 

4.1練習解答 

練習 4.1.1-1  

(1)A(3,3) (2)B(2,-3)   

(3)C(-3,0) (4)D(0,3) 

練習 4.1.1-2 

 

練習 4.1.1-3 

 

練習 4.1.1-4 

 
A點在第二象限。B點在第三象限。 

C點在第一象限。D點在第四象限。 

練習 4.1.2-1 

A點到 x 軸距離為 3，到 y 軸距離為 2。 

B點到 x 軸距離為 2，到 y 軸距離為 3。 

C點到 x 軸距離為 1，到 y 軸距離為 3。 

D點到 x 軸距離為 4，到 y 軸距離為 1。 

 

練習 4.1.2-2 

A點到 x 軸距離為 0，到 y 軸距離為 1。 

B點到 x 軸距離為
7

3
，到 y 軸距離為 2。 

C點到 x 軸距離為 3，到 y 軸距離為 0。 

D點到 x 軸距離為
2

1
3 ，到 y 軸距離為 5。 

練習 4.1.3-1 

(1)A(3,0) (2)B(3,-2) 

(3)C(-2,-2) (4)D(-2,4) 

練習 4.1.3-2 

(1)B(-3,4) (2)4 (3)3 

練習 4.1.3-3 

P(5,-3) 

練習 4.1.4-1 

a＝4；b＝2 

練習 4.1.4-2 

a＝10；b＝-3；B(4,-4) 

練習 4.1.4-3 

B(2,-3) 

練習 4.1.4-4 

A(7,4) 

練習 4.1.5-1 

周長 12單位；面積 8平方單位 

x 

y 

x 

y 

x 

y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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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4.1.5-2 

面積 10平方單位 

練習 4.1.5-3 

面積 15平方單位 

練習 4.1.5-4 

面積 15平方單位 

練習 4.1.6-1 

點 ),( ab  )0,( a−  ),( ab−  

象限或 

座標軸 
第三象限 x 軸 第四象限 

點 ),0( a  ),( bab  ),( aab −−  

象限或 

座標軸 
y 軸 第四象限 第二象限 

練習 4.1.6-2 

點 ),( ba  ),( aab−  ),0( b−  

象限或 

座標軸 
第二象限 第四象限 y 軸 

練習 4.1.6-3 

B點到 y 軸距離為 4。 

4.1習題解答   

4.1-1  (1)(1,1)  (2)(1,4) 

  (3)(4,3)  (4)(5,4) 

  (5)小新  (6)小幼 

4.1-2  (1)(4,5)  (2)(-3,1) 

  (3)(0,-4) (4)(3,-3) 

  (5)(2,2)  (6)(-5,-4) 

4.1-3   

   

4.1-4  (1)4 ,4  (2)6 ,8 

  (3)3 ,2.5 (4)4 ,5 

4.1-5  C點 

4.1-6  (2,0) 

4.1-7  (-4,3) 

4.1-8  P(-5,-5)；a=-5；b=0 

4.1-9  (-1,2) 

4.1-10 (1)(5,-2) (2)2  (3)5 

4.1-11 (-3,4) 

4.1-12 1單位 

4.1-13 a=-3或 a=5 

4.1-14 右；6；下；7 

4.1-15 (-3,-5) 

4.1-16 a=4；b=2；(10,14) 

4.1-17 (2,5) 

4.1-18 (5,5) 

4.1-19 B(5,1)；C(-5,-1)；D(-5,1) 

4.1-20 a=0；b=2 

4.1-21 周長 10單位；面積 6平方單位 

4.1-22 (1)A(5,0)；B(5,6)；C(0,6) 

  (2)矩形(長方形) 

  (3)周長 22單位；面積 30平方單位 

4.1-23 (1)B(-4,-2) (2)D(2,3) 

  (3)面積 30平方單位 

4.1-24 16平方單位 

4.1-25 3 

4.1-26 周長 18單位 

4.1-27 面積 15平方單位 

4.1-28 x 軸；第一象限；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y 軸 

4.1-29 第四象限；x 軸；第二象限； 

  第三象限；y 軸 

4.1-30 第四象限；第三象限；第四象限； 

  x 軸；第二象限 

4.1-31 第二象限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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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練習解答 

練習 4.2.1-1  

x 3 1 0 -1 -2 

y 5 1 -1 -3 -5 

 

練習 4.2.1-2  

 

練習 4.2.1-3  

 

練習 4.2.1-4 

 
練習 4.2.1-5 

(1)  

 
(2)  

 
練習 4.2.1-6 

 

練習 4.2.1-7 

(1)(4,0)，(0,-5) 

(2)10平方單位 

(3)不通過第二象限 

x 

x 

x 

x 

x 

x 

y 

y 

y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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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4.2.2-1 

2−=− yx  

練習 4.2.2-2 

62 =+ yx  

練習 4.2.2-3 

yx =  

練習 4.2.2-4 

1=+ yx  

練習 4.2.2-5 

3=x  

練習 4.2.2-6 

三點共線(在 932 −=+ yx 上) 

練習 4.2.2-7 

三點不共線 

練習 4.2.2-8 

(1) 22 =− yx   (2)k=-3 

練習 4.2.3-4 

恰有一組解 

 

練習 4.2.3-5 

無解 

 
練習 4.2.3-6 

無限多組解 

 
練習 4.2.4-1 

432 −=− yx  

練習 4.2.4-2 

34 =+ yx  

練習 4.2.4-3 

2=x  

練習 4.2.4-4 

23 += xy  

練習 4.2.4-5 

42 += xy  

練習 4.2.4-6 

4−−= xy  

練習 4.2.4-7 

133 −= xy  

練習 4.2.4-8 

x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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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習題解答   

4.2-1   

x 0 1 2 3 4 

y 4 2 0 -2 -4 

 

4.2-2  BDF 

4.2-3  (1) 

 

  (2) 

 
  (3) 

 

4.2-4  (1) yx =    (2) 632 =+ yx  

  (3) 12 −=− yx  (4) 53 =− yx  

4.2-5  (1)m=4   (2)a=1；b=1 

4.2-6  直線 PQ： 22 =− yx  

  直線 QR： 635 −=+ yx  

  直線 PR： 216 =+− yx  

4.2-7  (1) 0=y    (2) 1=x  

  (3) 2=x    (4) 3−=y  

4.2-8  (1)(-5,0)  (2)(0,3) 

  (3)7.5平方單位 (4)不通過第四象限 

4.2-9  (1)(6,0)   (2)(0,-4) 

  (3)12平方單位 (4)不通過第二象限 

4.2-10 (1)第三象限  (2)第二象限 

  (3)第四象限  (4)第一象限 

  (5)第三象限  (6)第二象限 

  (7)第四象限  (8)第一象限 

4.2-11 (1)k=0   (2)k=1 

  (3)m=-3；n=-1 

4.2-12 (1)三點共線  (2)三點不共線 

  (3)k=1   (4)k=-3 

4.2-13 (1)三點共線； 82 =+ yx  

  (2)三點不共線 

  (3)三點共線； 43 =+ yx  

4.2-14 (1)(3,5)   (2)(2,3) 

  (3)(-2,1) 

4.2-15 (1)平行   (2)相交於一點 

  (3)重合   (4)重合 

  (5)平行   (6)相交於一點 

4.2-16 (1) 2−=− yx   (2) 22 −=− yx  

  (3) 52 −= xy  

4.2-17 (1) 3+= xy   (2) 1y x= −  

  (3) 3−= xy   (4) 4+= xy  

4.2-18 (1) 12 −= xy   (2) 2 7y x= −  

  (3) 2 7y x= −   (4) 32 += xy  

4.2-19 (1) 1232 =+ yx  (2)2 3 10x y+ =  

  (3) 632 －=+ yx  (4) 032 =+ 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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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習題解答   

4.3-1   

 

4.3-2  (1)B(-4,-2)；(C)(5,-2)；D(5,4)  

  (2) 232 −=− yx  

4.3-3  14平方單位 

4.3-4  共線的直線方程式為 273 =− yx ；t=4 

4.3-5  交點座標(1,0)；a=1 

4.3-6  交點座標(1,2)；a=-2 

4.3-7  a=-3 

4.3-8  m=3 

4.3-9  a=4；b≠7 

4.3-10 m≠-6 

第四章綜合習題   

1.   答： x 軸；第一象限； 

   第二象限；第四象限； 

第三象限；y 軸； 

第一象限；x 軸。 

2.   答：L(-1,5) 

3.   答：a=5 

4.   答：a=0；b=-5 

5.   答：(1)CD (2)AF (3)BE 

6.   答：A(4,5) 

7.   答：P(4,5) 

8.   答： 

x 
5

16
 0 1 2 3 4 

y 0 16 11 6 1 -4 

 

9.   答：(1) 02 =− yx  (2)會 

10.   答：(1)(4,-3) (2)
4

1
=a  

11.   答： 3−=b  

12.   答：m=2 

13.   答： 13 −=− yx  

14.   答： (1)(3,0)  (2)(0,8) 

   (3)12平方單位 

(4)第三象限 

15.   答：(1)B(-4,-4) (2) yx =  

16.   答：(1) 2−=− yx  (2)30平方單位 

17.   答：24平方單位 

18.   答：a=-1 

19.   答：(1) 3=+ yx  (2)m=1 

20.   答： 62 −= xy  

21.   答：第四象限 

22.   答：(1)D(-2,2)；E(-2,-4)；F(4,-4) 

   (2)36平方單位 

   (3) DAB：6平方單位 

    EBC：4平方單位 

    FCA：12平方單位 

   (4)14平方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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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測與會考模擬試題解答 

1. 《答案》(B) 

詳解： 點與 x 軸的距離，即點的 y 座標絕對值。 

  (A)距離為 3；(B)距離為 2；(C)距離為 5；(D)距離為 4。 

  故選(B)。 

2. 《答案》(B) 

詳解： A、B兩點的 x 座標都是-2，即線段 AB平行 y 軸。 

可得線段 CD平行 y 軸，線段 BC與線段 AD平行 x 軸。 

AD距離為 642 =−− ，C座標為 B座標往右移 6單位。 

C座標＝(-2+6,-3)＝(4,-3)。 

過 B(-2,-3)與 C(4,-3)兩點的直線方程式為 03 =+y 。 

3. 《答案》(B) 

詳解： 玉山座標：(121,23.5) 

  向西飛行 0.5單位，x 座標為 5.1205.0121 =−  

  向北飛行 1單位，y 座標為 5.2415.23 =+ ，得 P座標為 (120.5,24.5) 。 

4. 《答案》(D) 

詳解： 直線 L： bxy += ，將 x=0代入，得 y=b，即 L與 y 軸交點為(0,b)。 

由圖(三)可知，L與 y 軸交點在 y 軸負向，故 b<0。 

找出 L1： 1−= bxy 與兩軸的交點 

與 y 軸交點：代入 x=0，得 y=－1，與 y 軸交點為(0,－1) 

與 x 軸交點：代入 y=0，得 x=
b

1
，與 x 軸交點為(

b

1
,0) 

因為 b<0，故 L1與 x 軸交點在 x 軸負向。 

故選(D)。 

5. 《答案》(B) 

詳解： L與兩軸交點為(－b,0)、(0,b) 

  與兩軸圍成的三角形面積為 7
2

12 =b ，得 14=b 。由前題已知 b<0，故 14−=b 。 

  L2： bxy 22 += ，代入 14−=b 得 1422 −= xy  

  L2與 y 軸交點：代入 x=0，得 y= 142− ，與 y 軸交點為(0, 142− )   

  L2與 x 軸交點：代入 y=0，得 x= 14 ，與 x 軸交點為( 14 ,0) 

  L2與兩軸圍成的三角形面積為 14
2

1
14142 =− 。 

6. 《答案》(C) 

詳解： 求 L1與 L2交點，得交點為(3,2)。將(3,2)代入 L3： 

  16223 =+a 得 a=4。 

7. 《答案》(A) 

詳解： 甲車從雕像東方 5 km 移動到雕像西方 1 km，共 6 km。因為兩車速率相同，故乙

車也移動 6 km。從雕像北方往南方移動 6 km，到達雕像北方 1 km。 

8. 《答案》(C) 

詳解： 因單位長為 1 公分，且 A 點在第四象限，與 y 軸距離 24 公分，故 A 點的 x 座標為

24。將 x=24代入 L： 123244 =+ y ，得 y=-28。 

A點座標為(24,-28)，與 x 軸距離 28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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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答案》(D) 

詳解： P(-2,1)，向東走 3單位即 x 座標加 3，向南走 4單位即 y 座標減 4。 

 (-2+3,1-4)=(1,-3) 

10.《答案》(A) 

詳解： P點在直線上，直線上的點即為此方程式的解。 

11.《答案》(A) 

詳解： 圖書館在(+,+)的象限中，即第一象限。 

 
12.《答案》(A) 

詳解： 由圖形知 P點座標為(5,-3)， 8)3(5 =−−=−ba  

13.《答案》(A) 

詳解： L1與 y軸交點為(0,a)；L2與 y軸交點為(0,b)；L3與 y軸交點為(0,c)。 

 由圖形可知(0,a)在最上方，其次為(0,b)，最下方為(0,c)。即 a>b>c。 

14.《答案》(D) 

詳解： 將(-4,2)代入 43 =+ ayx ： 42)4(3 =+− a ，得 a=8 

15.《答案》(C) 

詳解： 兩人年齡每年都增加，且增加的速度相同。 

 (A)：一人年齡增加時，另一人減少。 

 (B)：兩人年齡增加速度不同(兄增加兩歲時，妹只增加一歲) 

 (C)：兩人年齡每年都增加，且增加的速度相同。故選(C)。 

 (D)：一人年齡增加時，另一人減少。 

16.《答案》(C) 

詳解： 與 x 軸交點：將 y=0 代入， ax +−= 30 ，得
3

a
x = ，交點為(

3

a
,0)，因為 a>0，故

交點在 x 軸正向。 

 與 y 軸交點：將 x=0代入，得 ay = ，交點為(0,a)，因為 a>0，故交點在 y 軸正向。 

 故直線不通過第三象限。 

  

17.《答案》(C) 

詳解： 乙車繞完第三圈，即經過 60320 = 分鐘。甲車 35 分鐘繞一圈，先減去甲車繞第

一圈的時間， 253560 =− ，我們觀察甲車 25分鐘會到達第幾象限。 

 35 分鐘繞一圈，繞 1 個象限需 75.8435 = 分鐘。繞 2 個象限需 17.5 分鐘，繞 3

個象限需 26.25分鐘。25<26.25，故甲車在第三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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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答案》(C) 

詳解： 設一直角座標，單位長為 1公尺，東方為 x 軸正向，北方 y 軸正向。 

 令甲為原點，則依題意可知乙座標為(-2,0)，丙座標為(3,0)，丁座標為(0,6)，戊

座標為(3,m)。求過乙、丁的直線方程式得 63 −=− yx 。 

 將(3,m)代入 63 −=− yx ，得 m=15。 

19.《答案》(D) 

詳解： 小明第 n天的座標為 )38,0( nn +−+ ，第 9天座標為 )19,9()938,90( =+−+ 。 

20.《答案》(A) 

詳解： 將各選項座標代入直線方程式，找出能使等號成立的。 

 (A) 7)8(2)3(3 =−−− 。    (B) 713)5(2)1(3 −=−− ，不符合。 

 (C) 78)1(2)2(3 −=−− ，不符合。 (D) 74)1(2)2(3 −=−−− ，不符合。 

21.《答案》(A) 

詳解： 第 2次相遇，甲、乙走的總距離為正方形周長，周長＝ 82)22( =+  

 因為兩人所走的時間相同，所以行走距離比＝速率比 

 由題目知 a=7b，即甲速率：乙速率＝7：1，因此甲行走距離：乙行走距離＝7：1 

 設甲行走距離為 7x，乙行走距離為 x， 

兩人行走距離和＝總距離： 87 =+ xx ，解得 x=1。 

即相遇時，乙順時針走了 1單位，到達(1,0)。 

22.《答案》(C) 

詳解： 第一次相遇在 D點，即甲走了 6222 =++ 單位，乙走了 2單位。 

 兩人行走距離比與速率比都是 3：1。 

同前題作法可求得第 3次相遇在 C點；第 4次相遇在 B點，第 5次相遇在 A點，第

6次相遇又在 D點… 

每 4次相遇為一循環，因此第 91次相遇位置與第 3次相同( 342291 =− ) 

第 91次相遇在 C點。 

23.《答案》(A) 

24.《答案》(D) 

詳解： 連接 A、B，並將各選項座標標在圖上，可確認(0,-2)距離直線最近，故選(D) 

 
25.《答案》(C) 

詳解： 小明從 A到 B所走的距離為 )3( ba + 公尺；小華從 B到 C所走的距離為 )2( ba + 公尺。 

 依題意列出聯立方程式




=+

=+

2102

2303

ba

ba

)2...(

)1...(
 

 2)2()1( + ： 2210230)2(2)3( +=+++ baba  

     65055 =+ ba  
     130=+ba ，故選(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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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答案》(A) 

詳解： 設一直角座標，以學校為原點，東為 x 軸正向，北為 y 軸正向，單位長為 100公尺。 

  
 可得從圖書館往下走 3單位，往左走 2單位可到達火車站。 

 即往南走 300公尺，往西走 200公尺可到達火車站。 

27.《答案》(B) 

詳解： 由 A、B兩點座標可知線段 AB平行 x 軸，又從圖中可知各轉彎處皆為直角， 

 因此線段 BC平行於 y 軸，線段 CD平行於 x 軸，線段 DE平行於 y 軸，線段 EF平行

於 x 軸。即從 B往上 8單位，左 6單位，往下 4單位，往右 2單位可到達 F點。 

 F座標 )2,5()48)2(,269( =−+−+−=   

28.《答案》(C) 

詳解： 取 1顆球，袋內剩 4顆，數對為(1,4)；取 2顆球，袋內剩 3顆，數對為(2,3) 

 取 3顆球，袋內剩 2顆，數對為(3,2)；取 4顆球，袋內剩 1顆，數對為(4,1) 

 取 5顆球，袋內剩 0顆，數對為(5,0)。有可能的圖形為(C)選項。 

29.《答案》(A) 

詳解： 將(2,3)代入 72 =+byx ， 7322 =+ b ，得 b=1 

30.《答案》(C) 

詳解： A(1,2)到 x 軸的距離為 2，依題意，B 點到 x 軸的距離也為 2。因為 B 點在第二象

限，因此 B點的 y 座標為 2。A、B兩點 y 座標都為 2，因此直線 AB方程式為 y=2。 

31.《答案》(A) 

詳解： P 在第二象限，P 到 x 軸的距離為 4，因此 P 的 y 座標為 4；P 到 y 軸的距離為 5，

因此 P的 x 座標為-5，得 P座標為(-5,4)。 

32.《答案》(D) 

詳解： 直線 622513 =− yx  

求與 x 軸交點，代入 y=0， 6202513 =−x ，得
13

62
=x  (交點在 x 軸正向) 

求與 y 軸交點，代入 x=0， 6225013 =− y ，得
25

62
−=y  (交點在 y 軸負向) 

由兩軸交點可知圖形為 L4。 

33.《答案》(C)  

詳解： (A)：無法確定 a 值，此選項錯誤。 

 (B)：即 L與 y 軸交點，因交點在(-3,-2)下方，故 b 值應小於-2，此選項錯誤。 

 (C)：即 L與 x 軸交點，因交點在(-3,-2)左方，故 c 值應小於-3，此選項正確。 

 (D)：y 座標為-1，點在(-3,-2)左上方，故 d 值應小於-3，此選項錯誤。 

34.《答案》(B) 

詳解： P 點的 y 座標為 9，Q 點的 y 座標為-6，且 PQ與 y 軸平行，因此 PQ 15)6(9 =−−= 。 

 2:1: =RQPR ， aPR = 、 aRQ 2= ， 152 =+=+ aaRQPR ，解得 5=a 。 

 因此 R 點為 P 點往下 5單位，即 y 座標為 459 =− ，因此 R 點與 x 軸的距離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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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答案》(A) 

詳解： 先找出 A、B的對稱軸，即通過線段 AB中點，且垂直線段 AB的直線。 

 線段 AB的中點為 =−+−+ )
2

1
))

2

11
(

2

5
(,

2

1
)33(( (3,-4) 

 通過 A、B兩點的直線方程式為 3=x ，垂直 3=x 的直線方程式為 ky = (k為任意數)。 

 A、B的對稱軸，為通過(3,-4)，且平行 ky = 的直線。即是 4−=y 。 

 求以 4−=y 為對稱軸，C(-2,-9)的對稱點座標： 

  因為 4−=y 平行 x 軸，故對稱點的 x 座標與 C相同，x 座標=-2。 

 C到對稱軸的距離為 5)4(9 =−−− ，因此 C的對稱點到對稱軸的距離也為 5。 

 對稱點的 y 座標為 154 =+− ，得對稱點座標為(-2,1)。 

36.《答案》(A) 

詳解： 將(3,b)代入 01553 =+− yx ， 9323 −=b ，得 b=-1。 

37.《答案》(A) 

詳解： 01553 =+− yx ，與 x 軸交點為(-5,0)，與 y 軸交點為(0,3)。故為直線 L1。 

38.《答案》(A) 

詳解： L與 y 軸的交點為(0,3)。由圖形可知，L上的點若在第二象限，則其 y 座標介於 0

和 3之間。(A)選項符合 0<y<3。 

39.《答案》(A) 

詳解： A點在第二象限，即 x 座標為負，y 座標為正。A點到 x 軸的距離為 3，因此 y 座標

為 3。A點到 y 軸的距離為 933 = ，即 x 座標為-9。A座標為(-9,3) 

40.《答案》(D) 

詳解： 由圖形可知， 70  a ， 50  b 。可推得 b−6 為正， 10−a 為負。 

因此點 )10,6( −− ab 在第四象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