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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法 

 

 
我們已經學過了一元一次方程式與二元一次方程式，在本章中，我們將學習一元二次

方程式，並學習用多種方法來解，熟悉一元二次方程式解法後，可以再延伸到二次函

數及其圖形。 

 

 

 

 

學習目標 

1.瞭解什麼是一元二次方程式。 

2.能利用因式分解、配方法、公式解找出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3.能利用判別式判斷一元二次方程式解的種類。 

4.能處理一元二次方程式的應用問題。 

 



7-2 

 

7.1節 認識一元二次方程式 

前面的章節中，我們學過了一元一次方程式、二元一次方程式： 

一元一次方程式是指只有 1 個未知數(一元)，未知數最高次數為 1(一次)的方程式， 

如 072 =+x 。 

二元一次方程式是指只有 2 個未知數(二元)，未知數最高次數為 1(一次)的方程式， 

如 0732 =++ yx 。 

同樣地，一元二次方程式就是只有 1 個未知數(一元)，未知數最高次數為 2(二次)的方

程式，如 0442 =++ xx 、 0)4)(3( =−− xx  

  

我們先來看看什麼樣的場合會用到一元二次方程式。 

 

例題 7.1-1  

請依下列敘述列出一元二次方程式： 

(1)某三角形的底為 )1( +x 公分，高為 x3 公分，面積為 30 平方公分。 

(2)小華買了 )32( +x 枝原子筆，每枝原子筆售價都是 x 元，小華共花了 65 元。 

(3) )2( +x 與 )3( −x 兩數的乘積為 6。 

詳解： 

(1)三角形的面積等於底×高×
2

1
。       

 列成方程式為 30
2

1
3)1( =+ xx  

 繼續化簡  30
2

1
)33( 2 =+ xx    

     2302
2

1
)33( 2 =+ xx   (等量公理，等號左右同乘以 2) 

     6033 2 =+ xx  

     0202 =−+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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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總價等於單價×枝數。  

 列成方程式為 65)32( =+ xx  

 繼續化簡  6532 2 =+ xx  

     06532 2 =−+ xx  

(3)列成方程式為 6)3()2( =−+ xx  

 繼續化簡   662 =−− xx  

     0122 =−− xx  

 

由例題 7.7-1 可知，生活中有很多情境是可以列成一元二次方程式的。 

接著我們再來看看什麼是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與一元一次方程式相同，只要將一個數代入方程式中的未知數，若能使等號的兩邊相

等，則稱此數為該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或根)。 

 

我們試試看－2、－1、0、1、2 這些數中有哪幾個是一元二次方程式 022 =−− xx 的解。 

－2： 042242)2()2( 2 =−+=−−−− ，等號不成立，－2 不是此方程式的解。 

－1： 02112)1()1( 2 =−+=−−−− ，等號成立，－1 是此方程式的解。 

0： 022002)0()0( 2 −=−−=−− ，等號不成立，0 不是此方程式的解。 

1： 022112)1()1( 2 −=−−=−− ，等號不成立，1 不是此方程式的解。 

2： 02242)2()2( 2 =−−=−− ，等號成立，2 是此方程式的解。 

 

因此－1 與 2 都是一元二次方程式 022 =−− xx 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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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7.1-2  

下列哪些敘述是正確的？ 

(1) 3 是 0322 =−− xx 的解        (2) 4 是 0442 =+− xx 的解 

詳解： 

(1)將 3=x 代入 0322 =−− xx ： 03)3(2)3( 2 =−−        

 等式成立，因此 3 是 0322 =−− xx 的解。 

(2)將 4=x 代入 0442 =+− xx ： 044)4(4)4( 2 =+−        

 等式不成立，因此 4 不是 0442 =+− xx 的解。 

 

例題 7.1-3  

若 2=x 是一元二次方程式 042 =++axx 的解，試求 a 之值。 

詳解： 

2=x 是一元二次方程式 042 =++axx 的解， 

也就是將 2=x 代入方程式，可使等式成立。 

 042 =++axx  

 04222 =++a   (將 2=x 代入) 

 0424 =++ a  

 082 =+a  

 82 −=a  

 4−=a  

 

【練習】7.1-3 

若 3−=x 是一元二次方程式 092 =++axx 的解，試求 a 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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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想找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有一個性質我們必須熟悉： 

 

若 0=ba ，則 0=a 或 0=b  

 

我們來證明這個性質： 

已知 0=ba ，我們想利用等量公理，將等式左右都乘以
a

1
消去 a，但必須在 0a 時

才能乘以
a

1
，故我們先看 0a 的情形。 

   0=ba  

   
aa

ba
1

0
1

=   ( 0a ，利用等量公理，將等式左右都乘以
a

1
) 

   0=b    

 即 0a 時，可推得 0=b 。 

 

 另一個情形是 0=a ， 0=a 即為此性質的另一個結果。 

 

 由以上討論可知，若 0=ba ，則 0=a 或 0=b 。 

 

利用這個性質，我們可以解一些一元二次方程式。 

如要解 0)2)(1( =−− xx ，我們可以從方程式推得 01=−x 或 02 =−x 。 

01=−x ，即 1=x ； 02 =−x ，即 2=x 。 

因此 0)2)(1( =−− xx 的解為 1=x 或 2=x 。 

驗算： 1=x 時， 0)1(0)21)(11( =−=−− ； 2=x 時， 001)22)(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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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7.1-4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1( =−xx         (2) 0)3)(2( =+− xx  

(3) 0)4)(12( =−+ xx         (4) 0)2( 2 =−x  

詳解： 

(1)由題目可知， 0=x 或 01=−x 可使等式成立。       

 01=−x  → 1=x  

 解為 0=x 、1。 

(2)由題目可知， 02 =−x 或 03=+x 可使等式成立。       

 02 =−x  → 2=x  

 03=+x  → 3−=x  

 解為 2=x 、 3− 。 

(3)由題目可知， 012 =+x 或 04 =−x 可使等式成立。       

 012 =+x  → 
2

1
−=x  

 04 =−x  → 4=x  

 解為
2

1
−=x 、 4 。 

(4) )2)(2()2( 2 −−=− xxx  

兩個含 x 的式子都相同， 02 =−x 時可使等式成立。  

 02 =−x  → 2=x  

 解為 2=x 。 

同學可以驗算看看各題的解是否能使等式成立。 

 

在例題 7.1-4(4)中，若是依(1)～(3)的答案寫法，(4)的答案可寫成 2=x 、2。 

像這種兩個解都相同的情形，我們稱為重根，也就是一個解重覆出現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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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7.1-4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7(2 =−xx         (2) 0)6)(5( =−+ xx  

(3) 0)1)(23( =−+ xx         (4) 0)3( 2 =+x  

 

 

例題 7.1-5 

若 5=x 是一元二次方程式 0))(2( =−− axx 的解，試求 a 之值。 

詳解： 

一元二次方程式 0))(2( =−− axx ， 02 =−x 或 0=−ax 時可使等式成立。 

02 =−x  → 2=x  

0=−ax  → ax =  

依題意， 5=x 是一個解，且 52  ，因此 5=a 。 

 

驗算： 5=a 代入方程式得 0))(2( =−− axx ，此方程式解為 2、5，與題意符合。 

     

【練習】7.1-5 

若 3−=x 是一元二次方程式 0))(2( =+− axx 的解，試求 a 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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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節 習題 

習題 7.1-1 

請依下列敘述列出一元二次方程式： 

(1)某長方形的長為 )52( +x 公分，寬為 x2 公分，面積為 36 平方公分。 

(2)小美買了 )32( −x 顆蘋果，每顆蘋果售價都是 x 元，小美共花了 35 元。 

(3) )1( +x 與 )2( −x 兩數的乘積為 10。 

 

 

 

 

習題 7.1-2  

下列哪些敘述是正確的？ 

(1) 1 是 0122 =+− xx 的解        (2) 3− 是 01522 =−− xx 的解 

 

 

習題 7.1-3  

若 4=x 是一元二次方程式 082 =++axx 的解，試求 a 之值。 

 

 

習題 7.1-4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3(2 =−xx         (2) 0)5)(3( =+− xx  

(3) 0)1)(15( =++ xx         (4) 0)5( 2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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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7.1-5 

若 1=x 是一元二次方程式 0))(2( =−− axx 的解，試求 a 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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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節 用因式分解解一元二次方程式 

在前一節中我們學習了如何找 0)3)(2( =−− xx 這種已拆成兩式相乘的一元二次方程式

的解。那未拆成兩式相乘，如 01032 =−− xx 這種形式的方程式又該如何處理呢？ 

過去章節中，我們曾學過因式分解，也就是能夠將 1032 −− xx 化成 )2)(5( +− xx 。 

將 01032 =−− xx 轉變成 0)2)(5( =+− xx ，我們就能輕鬆的找到解為 5=x 、－2 了。 

本節中我們將學習利用因式分解來找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首先來學習直接提出公因式的題型。 

例題 7.2-1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2 =− xx         (2) xx 52 =  

詳解： 

(1) 02 =− xx        

 0)1( =−xx   (直接提出 x) 

 0=x 、1 

(2) xx 52 =  

 052 =− xx      

 0)5( =−xx   (直接提出 x) 

 0=x 、5 

同學可以驗算看看各題的解是否能使等式成立。 

【練習】7.2-1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5(3 =−xx         (2) 0)2)(4( =++ xx  

 



7-11 

 

例題 7.2-2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2(2)2( =+−+ xxx        (2) )3(6)3)(2( −−=−+ xxx  

詳解： 

(1) 0)2(2)2( =+−+ xxx        

 0)2)(2( =−+ xx    (直接提出 2+x ) 

 2−=x 、2 

(2) )3(6)3)(2( −−=−+ xxx  

 0)3(6)3)(2( =−+−+ xxx  

 0)62)(3( =++− xx   (直接提出 3−x )   

 0)8)(3( =+− xx       

 3=x 、－8 

同學可以驗算看看各題的解是否能使等式成立。 

 

【練習】7.2-2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5(4)5( =+++ xxx         (2) )1(3)1)(5( −−=−+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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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練習需要利用乘法公式來因式分解的題目。 

例題 7.2-3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92 =−x        (2)
22 )2(4 −= xx  

詳解： 

(1) 092 =−x        

 0322 =−x  

 0)3)(3( =−+ xx      (利用平方差公式) 

 3−=x 、3 

(2) 
22 )2(4 −= xx  

 0)2(4 22 =−− xx  

 0)2()2( 22 =−− xx  

 0))2(2))(2(2( =−−−+ xxxx   (利用平方差公式)   

 0)2)(23( =+− xx       

 
3

2
=x 、－2 

同學可以驗算看看各題的解是否能使等式成立。 

 

【練習】7.2-3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364 2 =−x        (2)
22 )4(9 −= xx  

 



7-13 

 

例題 7.2-4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122 =++ xx        (2) 0962 =+− xx  

詳解： 

(1) 0122 =++ xx        

 0)1( 2 =+x       (利用和的平方公式) 

 1−=x  (重根) 

(2) 0962 =+− xx  

 0)3( 2 =−x       (利用差的平方公式) 

 3=x   (重根) 

同學可以驗算看看各題的解是否能使等式成立。 

 

 

【練習】7.2-4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442 =++ xx        (2) 025102 =+−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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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用直接提出公因式與乘法公式做因式分解外，我們還學過用十字交乘法做因式分

解。 

 

例題 7.2-5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562 =++ xx        (2) 062 =−+ xx  

詳解： 

(1) 0562 =++ xx        

 0)1)(5( =++ xx     (利用十字交乘)  

 5−=x 、 1−  

(2) 062 =−+ xx  

 0)2)(3( =−+ xx     (利用十字交乘) 

 3−=x 、2  

同學可以驗算看看各題的解是否能使等式成立。 

 

 

【練習】7.2-5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862 =+− xx        (2) 0762 =−+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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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利用因式分解解一元二次方程式的基本題目，接下來讓我們練習一些運算較多

變化的題型。 

 

例題 7.2-6 (先移項再因式分解)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21112 2 =− xx        (2) 24)5)(6( −=−+ xx  

詳解： 

(1) 21112 2 =− xx        

 021112 2 =−− xx        

 0)7)(32( =−+ xx     (利用十字交乘)  

 
2

3
−=x 、7  

(2) 24)5)(6( −=−+ xx       

 24302 −=−+ xx       

 024302 =+−+ xx       

 062 =−+ xx       

 0)2)(3( =−+ xx     (利用十字交乘) 

 3−=x 、2  

同學可以驗算看看各題的解是否能使等式成立。 

 

 

【練習】7.2-6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823 2 =+ xx        (2) 30)3)(4( =−+ xx  

 



7-16 

 

例題 7.2-7 (先整理係數再因式分解)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
2

1

2

1

8

1 2 =+− xx        (2) 0
7

4

7

1 2 =−x  

詳解： 

(1) 0
2

1

2

1

8

1 2 =+− xx        

 808)
2

1

2

1

8

1
( 2 =+− xx  (等號左右兩邊同乘以 8)      

 0442 =+− xx       

 0)2( 2 =−x     (利用乘法公式)  

 2=x (重根) 

(2) 0
7

4

7

1 2 =−x       

 707)
7

4

7

1
( 2 =−x   (等號左右兩邊同乘以 7)    

 042 =−x       

 0)2)(2( =−+ xx    (利用乘法公式) 

 2−=x 、2  

同學可以驗算看看各題的解是否能使等式成立。 

 

 

【練習】7.2-7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
6

25

3

5

6

1 2 =+− xx        (2) 0
7

5

7

4

7

1 2 =−−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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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7.2-8 (係數為文字)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各題中 a、b、c 皆不為 0) 

(1) 0)1(2 =+++ bxabax        (2) 02 22 =++ aaxx   

(3) 0)(2 =+++ abxbax        (4) 0)(2 =+++ cxcababx   

詳解： 

(1) 0)1(2 =+++ bxabax          a  1 

 0))(1( =++ bxax   (利用十字交乘)   a       b 

 
a

x
1

−= 、 b−           1  b  

             xabxba )1()11( +=+  

(2) 02 22 =++ aaxx           1  a 

 0)( 2 =+ ax  (利用乘法公式或十字交乘)  1       a2 

 ax −= (重根)          1  a  

             axxaa 2)11( =+  

(3) 0)(2 =+++ abxbax          1  a 

 0))(( =++ bxax  (十字交乘)      1       ab 

 ax −= 、－b          1  b  

             xbaxab )()11( +=+  

(4) 0)(2 =+++ cxcababx          ab  c 

 0)1)(( =++ xcabx  (利用十字交乘)     ab       c 

 
ab

c
x −= 、-1          1  1  

             xcabxcab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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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算： 

(1) 將
a

x
1

−= 代入 bxabax +++ )1(2
： 

 b
a

ab
a

a +−++− )
1

)(1()
1

( 2
     

 b
a

b
a

+−+−+= )
1

()(
1

 

 bb
aa

+−+−= )(
11

 

 0=    可確認
a

x
1

−= 為方程式 0)1(2 =+++ bxabax 的解。     

 將 bx −= 代入 bxabax +++ )1(2
： 

 bbabba +−++− ))(1()( 2
     

 bbabab +−+−+= )()( 22
 

 0=    可確認 bx −= 為方程式 0)1(2 =+++ bxabax 的解。     

 

(2) 將 ax −= 代入 22 2 aaxx ++ ： 

 
22 )(2)( aaaa +−+−      

 222 2 aaa +−=  

 0=    可確認 ax −= 為方程式 02 22 =++ aaxx 的解。     

 

同學可以驗算看看(3)、(4)題的解是否能使等式成立。 

 

【練習】7.2-8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各題中 a、b、c 皆不為 0) 

(1) 02 22 =+− bbxx        (2) 0)(2 =+++ cxbaca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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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7.2-9 

解一元二次方程式
22 )2(4)1)(2( +=−+++ xxxx  

詳解： 

本題可以活用之前學過的因式分解來計算 

22 )2(4)1)(2( +=−+++ xxxx        

22 )2()1)(2()4( +=+++− xxxx    (將－4 與 x2湊成一組)    

0)2()1)(2()2)(2( 2 =+−+++−+ xxxxx  (利用平方差公式)      

0)]2()1()2)[(2( =+−++−+ xxxx   (提出 )2( +x ) 

0]212)[2( =−−++−+ xxxx   

0)3)(2( =−+ xx   

2−=x 、3     

同學可以驗算看看此解是否能使等式成立。 

  

【練習】7.2-9 

解一元二次方程式
22 )3(9)2)(3( +=−+++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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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節 習題 

習題 7.2-1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82 =+ xx                   (2) xx 32 =  

 

 

習題 7.2-2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54(6)54( =−−− xxx       (2) )5(3)72)(5( +−=−+ xxx  

 

 

 

習題 7.2-3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252 =−x        (2)
22 )3(16 −= xx  

 

 

 

習題 7.2-4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1682 =+− xx        (2) 036122 =++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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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7.2-5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652 =++ xx        (2) 0322 =−+ xx  

 

 

習題 7.2-6 (先移項再因式分解)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4133 2 −=− xx        (2) 8)1)(3( =++ xx  

 

 

習題 7.2-7 (先整理係數再因式分解)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1
3

2

9

1 2 =+− xx        (2) 01
16

1 2 =−x  

 

 

習題 7.2-8 (係數為文字)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各題中 a、b、c 皆不為 0) 

(1) 0)(2 =−+−+ abxbax       (2) 01222 =+− axxa   

 

 

習題 7.2-9 

解一元二次方程式
22 )4(16)4)(2( +=−+++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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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節 用配方法解一元二次方程式 

在多項式章節中，我們已經學過根號。如 39 = 、 525 = 。 

我們也知道 932 = ， 2552 = 。 

那麼今天若是想解一個一元二次方程式 92 =x ，會有什麼答案呢？ 

因為 932 = ，所以 3=x 是一個解。 

但再仔細觀察，會發現因為 9)3( 2 =− ，所以 3−=x 也是一個解。 

也就是說 92 =x 的解有 3 和－3。而 3 和－3 也稱為 9 的平方根。 

 

用文字來表示，一元二次方程式 ax =2 ( 0a )的解即為 a 與 a− ，也可寫為 a 。 

 

例題 7.3-1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162 =x        (2) 123 2 =x  

(3) 3)1( 2 =−x         

詳解： 

(1) 162 =x        

 4=x     ( 416 = )   

(2) 123 2 =x       

 31233 2 =x       

 42 =x       

 2=x     ( 24 = )  

(3) 3)1( 2 =−x       

 31 =−x       

 31=x  

同學可以驗算看看各題的解是否能使等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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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7.3-1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812 =x        (2) 322 2 =x  

(3) 7)3( 2 =+x         

 

 

 

在前面的例題 7.3-1(3)中，我們可以想成是利用完全平方式來找出解。 

 

完全平方式：對於一多項式 A，若能找到另一多項式 B 使得 2BA = ，則稱 A 為完

全平方式。例如多項式 122 +− xx 可以寫成
2)1( −x ，因此 122 +− xx 是完全平方式。 

 

若我們想解一元二次方程式 0222 =−− xx ，因為 222 −− xx 沒辦法用因式分解，因

此可試著利用乘法公式湊出完全平方式，形成例題 7.3-1(3)的形式後再找出解。 

 0222 =−− xx    (觀察前兩項 xx 22 − ，可以發現若是加上 1， 

就能變成完全平方式 122 +− xx ，即
2)1( −x ) 

 102122 +=−+− xx   (等號左右兩邊都加上 1) 

 12)1( 2 =−−x    ( 122 +− xx 利用乘法公式變成
2)1( −x ) 

 21)1( 2 +=−x  

 3)1( 2 =−x  

 

至此，方程式便與例題 7.3-1(3)相同，可以繼續用例題 7.3-1(3) 的計算方法找出解。 

像這種利用配成完全平方式，將一元二次方程式變成 bax =+ 2)( 的形式，再使用

平方根的概念來求解的方法，稱為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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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使用配方法求解以前，我們需要先熟悉如何配出完全平方式。 

若有一個式子是 ++ kxx2 □ 

□要填入什麼數，才能配出完全平方式呢？ 

回想以前學過的乘法公式：
222 2)( aaxxax ++=+  

令 ak 2= ，則
2

k
a = ，

22 )
2

(
k

a =  

也就是□只要填入
2)

2
(
k

，就能配出完全平方式。 

22222 )
2

()
2

(
2

2)
2

(
k

x
kk

xx
k

kxx +=++=++  

配完全平方式時會使用到的乘法公式有 
222 2)( aaxxax ++=+  

           
222 2)( aaxxax +−=−  

 

例題 7.3-2  

分別將適當的數填入□中，使該式子可以配成一個完全平方式，並將它寫成完全

平方的形式。 

(1) ++ xx 22 □       (2) +− xx 122 □ 

(3) ++ xx 72 □       (4) +− xx
5

62
□ 

詳解： 

(1) ++ xx 22 □       

 122 ++ xx    ( 11)
2

2
( 22 == ，□填入 1) 

＝ 
2)1( +x  

(2) +− xx 122 □    

 36122 +− xx   ( 36)6()
2

12
( 22 =−=− ，□填入 36) 

＝ 
2)6( −x  

(3) ++ xx 72 □     

 
4

49
72 ++ xx     (

4

49
)

2

7
( 2 = ，□填入

4

49
) 

＝ 
2)

2

7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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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xx
5

62
□  

 
25

9

5

62 +− xx    (
25

9
)

5

3
()2

5

6
( 22 =−=− ，□填入

25

9
) 

＝ 
2)

5

3
( −x  

 

【練習】7.3-2 

分別將適當的數填入□中，使該式子可以配成一個完全平方式，並將它寫成完全

平方的形式。 

(1) +− xx 22 □       (2) ++ xx 142 □ 

(3) +− xx 52 □       (4) +− xx
7

42
□ 

 

 

 

熟悉了如何配出完全平方式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正式用配方法來求解。 

例題 7.3-3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642 =−− xx        (2) 0922 =−− xx  

(3) 0532 =−+ xx   (4) 032 =−+ xx    

詳解： 

(1) 0642 =−− xx        

 642 =− xx     (先將常數項移到等號右邊) 

 
222 )2(6)2(4 −+=−+− xx  (等號兩邊都加(－2)2) 

 10)2( 2 =−x     (配成完全平方式) 

 102 =−x     

 10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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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922 =−− xx        

 922 =− xx     (先將常數項移到等號右邊) 

 
222 )1(9)1(2 −+=−+− xx  (等號兩邊都加(－1)2) 

 10)1( 2 =−x     (配成完全平方式) 

 101 =−x     

 101=x     

(3) 0532 =−+ xx        

 532 =+ xx      (先將常數項移到等號右邊) 

 
222 )

2

3
(5)

2

3
(3 +=++ xx  (等號兩邊都加

2)
2

3
( ) 

 
4

29
)

2

3
( 2 =+x     (配成完全平方式) 

 
4

29

2

3
=+x     

 
2

29

2

3
=+x     

 
2

29

2

3
−=x     

(4) 032 =−+ xx        

 32 =+ xx      (先將常數項移到等號右邊) 

 
222 )

2

1
(3)

2

1
( +=++ xx   (等號兩邊都加

2)
2

1
( ) 

 
4

13
)

2

1
( 2 =+x     (配成完全平方式) 

 
4

13

2

1
=+x     

 
2

13

2

1
=+x     

 
2

13

2

1
−=x     

同學可以驗算看看各題的解是否能使等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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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7.3-3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962 =−− xx        (2) 0742 =−− xx  

(3) 042 =−+ xx   (4) 0852 =−+ xx    

 

 

 

 

 

 

例題 7.3-4 (二次項係數不為 1)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662 =−−− xx        (2) 0542 2 =−− xx  

(3) 0253 2 =−+ xx   (4) 0154 2 =++− xx    

詳解： 

若二次項係數不為 1，可先利用等量公理，乘上二次項係數的倒數，將二次項係數

化為 1。 

(1) 0662 =−−− xx        

 )1(0)1()66( 2 −=−−−− xx  (等號左右都乘以(－1)，二次項係數化為 1) 

 0662 =++ xx  

 662 −=+ xx      (將常數項移到等號右邊) 

 
222 3)6(36 +−=++ xx    (等號兩邊都加 32) 

 3)3( 2 =+x      (配成完全平方式) 

 33 =+x     

 3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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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542 2 =−− xx        

 
2

1
0

2

1
)542( 2 =−− xx   (等號左右都乘以

2

1
，二次項係數化為 1) 

 0
2

5
22 =−− xx  

 
2

5
22 =− xx      (將常數項移到等號右邊) 

 
222 )1(

2

5
)1(2 −+=−+− xx   (等號兩邊都加(－1)2) 

 
2

7
)1( 2 =−x      (配成完全平方式) 

 
2

7
1 =−x     

 
2

7
1=x    

 14
2

1
1=x    

 

(3) 0253 2 =−+ xx        

 
3

1
0

3

1
)253( 2 =−+ xx   (等號左右都乘以

3

1
，二次項係數化為 1) 

 0
3

2

3

52 =−+ xx  

 
3

2

3

52 =+ xx      (將常數項移到等號右邊) 

 
222 )

6

5
(

3

2
)

6

5
(

3

5
+=++ xx   (等號兩邊都加

2)
6

5
( ) 

 
36

25

36

24
)

6

5
( 2 +=+x     (配成完全平方式) 

 
36

49
)

6

5
( 2 =+x      

 
36

49

6

5
=+x     

 
6

7

6

5
=+x     

 
6

7

6

5
−=x     

 
3

1
=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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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154 2 =++− xx        

 )
4

1
(0)

4

1
()154( 2 −=−++− xx  (等號左右都乘以 )

4

1
(− ，二次項係數化為 1) 

 0
4

1

4

52 =−− xx  

 
4

1

4

52 =− xx       (將常數項移到等號右邊) 

 
222 )

8

5
(

4

1
)

8

5
(

4

5
−+=−+− xx    (等號兩邊都加

2)
8

5
(− ) 

 
64

25

64

16
)

8

5
( 2 +=−x      (配成完全平方式) 

 
64

41
)

8

5
( 2 =−x      

 
64

41

8

5
=−x     

 
8

41

8

5
=−x   

 
8

41

8

5
=x     

 
8

415
=x     

 

我們來驗算看看(1) 

將 33+−=x 代入 662 −−− xx ，看看是否會等於 0。 

6)33(6)33( 2 −+−−+−−  

6)33(6)3369( −+−−+−−=  

636183612 −−++−=  

)3636()61812( −+−+−=  

0=  

因此 33+−=x 是 0662 =−−− xx 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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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33−−=x 代入 662 −−− xx ，看看是否會等於 0。 

6)33(6)33( 2 −−−−−−−  

6)33(6)3369( −−−−++−=  

636183612 −++−−=  

)3636()61812( +−+−+−=  

0=  

因此 33−−=x 是 0662 =−−− xx 的解。  

由以上驗算可知， 33−=x 是 0662 =−−− xx 的解。 

同學可以驗算看看其他題的解是否能使等式成立。 

 

【練習】7.3-4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372 =−−− xx        (2) 0762 2 =−− xx  

(3) 0275 2 =−+ xx   (4) 0293 2 =++−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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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7.3-5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48322 =−− xx        (2) 039162 =−− xx  

(3) 0253122 =−− xx   (4) 0697242 =−− xx    

詳解： 

(1) 048322 =−− xx        

 48322 =− xx      (先將常數項移到等號右邊) 

 
222 )1(483)1(2 −+=−+− xx   (等號兩邊都加

2)1(− ) 

 484)1( 2 =−x      (配成完全平方式) 

 4841 =−x     

 221 =−x     

 221=x     

 23=x 、 21−  

 

(2) 039162 =−− xx        

 39162 =− xx      (先將常數項移到等號右邊) 

 
222 )3(391)3(6 −+=−+− xx   (等號兩邊都加

2)3(− ) 

 400)3( 2 =−x      (配成完全平方式) 

 4003 =−x     

 203 =−x     

 203=x     

 23=x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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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253122 =−− xx        

 253122 =− xx      (先將常數項移到等號右邊) 

 
222 )6(253)6(12 −+=−+− xx  (等號兩邊都加 2( 6)− ) 

 289)6( 2 =−x      (配成完全平方式) 

 2896 =−x     

 176 =−x     

 176=x     

 23=x 、 11−  

 

(4) 0697242 =−− xx        

 697242 =− xx      (先將常數項移到等號右邊) 

 
222 )12(697)12(24 −+=−+− xx  (等號兩邊都加

2)12(− ) 

 841)12( 2 =−x      (配成完全平方式) 

 84112 =−x     

 2912 =−x     

 2912=x     

 41=x 、 17−  

同學可以驗算看看各題的解是否能使等式成立。 

 

【練習】7.3-5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25522 =−− xx        (2) 021662 =−− xx  

(3) 022142 =−− xx   (4) 034582 =−−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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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7.3-6  

若 01642 =−− xx ，則 2)2( −x 之值為何？ 

詳解： 

由題目知 01642 =−− xx        

   1642 =− xx      (先將常數項移到等號右邊) 

   
222 )2(16)2(4 −+=−+− xx  (等號兩邊都加

2)2(− ) 

   20)2( 2 =−x     (配成完全平方式) 

可知
2)2( −x 之值為 20。 

 

【練習】7.3-6 

若 02062 =−− xx ，則 2)3( −x 之值為何？ 

 

 

例題 7.3-7  

若方程式 0122 =+− pxx 可配方成 30)6( 2 =−x 的形式，則 p 的值是多少？ 

詳解： 

將 30)6( 2 =−x 化成 0122 =+− pxx 的形式 

由題目知 30)6( 2 =−x        

   3036122 =+− xx  

   03036122 =−+− xx  

   06122 =+− xx  

可知 p 之值為 6。 

 

【練習】7.3-7 

若方程式 0142 =+− pxx 可配方成 30)7( 2 =−x 的形式，則 p 的值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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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7.3-8  

已知 22 )(10 bxaxx −=+− ，求 a、b 之值。 

詳解： 

 axx +−102        

＝ 
222 )5()5(10 −−+−+− axx  

＝ )25()5( 2 −+− ax  

與
2)( bx − 對照，可知 5=b ， 025=−a → 25=a 。 

 

【練習】7.3-8 

已知 22 )(16 bxaxx −=+− ，求 a、b 之值。 

 

 

 

例題 7.3-9  

若方程式 022 =+− pxx 可利用配方法寫成 5)( 2 =− qx ，試求 p 之值。 

詳解： 

 022 =+− pxx        

 
222 )1()1(2 −+−=−+− pxx  

 1)1( 2 +−=− px  

與 5)( 2 =− qx 對照，可知 1=q ， 51=+− p → 4−=p 。 

 

【練習】7.3-9 

若方程式 082 =+− pxx 可利用配方法寫成 8)( 2 =− qx ，試求 p 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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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節 習題 

習題 7.3-1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252 =x        (2) 44 2 =x  

(3) 5)2( 2 =−x         

 

 

 

 

習題 7.3-2  

分別將適當的數填入□中，使該式子可以配成一個完全平方式，並將它寫成完全

平方的形式。 

(1) ++ xx 62 □       (2) +− xx 82 □ 

(3) ++ xx 32 □       (4) +− xx
5

22
□ 

 

 

 

 

習題 7.3-3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2102 =−− xx        (2) 0522 =−+ xx  

(3) 0172 =−+ xx   (4) 012 =−−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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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7.3-4 (二次項係數不為 1)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352 =−−− xx        (2) 0684 2 =−+ xx  

(3) 0352 2 =−+ xx   (4) 014153 2 =++ xx  

 

 

 

 

習題 7.3-5  

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187282 =+− xx        (2) 019522 =−+ xx  

(3) 032322 =−+ xx   (4) 0375102 =−− xx  

 

 

 

 

習題 7.3-6  

若 015102 =−− xx ，則
2)5( −x 之值為何？ 

 

 

習題 7.3-7  

若方程式 082 =+− pxx 可配方成 28)4( 2 =−x 的形式，則 p 的值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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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7.3-8  

已知
22 )(4 bxaxx −=+− ，求 a、b 之值。 

 

 

習題 7.3-9  

若方程式 062 =+− pxx 可利用配方法寫成 6)( 2 =− qx ，試求 p 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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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節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公式解 

 

對於一元二次方程式，目前我們已經學過了利用因式分解與配方法來找出解。 

本節我們將討論一般的方程式 02 =++ cbxax 要如何找出其解。 

 

我們試著用前一節學過的配方法來處理方程式 02 =++ cbxax  ( 0a )： 

 02 =++ cbxax  

 
aa

cbxax
1

0
1

)( 2 =++    (等號兩邊同乘以
a

1
) 

 02 =++
a

c
x

a

b
x  

 
a

c
x

a

b
x −=+2

     (常數項移到等號右邊) 

 
222 )

2
()

2
(

a

b

a

c

a

b
x

a

b
x +−=++  (等號兩邊同加

2)
2

(
a

b
，配成完全平方) 

 2

2
2

4
)

2
(

a

b

a

c

a

b
x +−=+    (等號左邊化為完全平方) 

 2

2

2

2

44

4
)

2
(

a

b

a

ac

a

b
x +

−
=+    (等號右邊通分) 

 2

2
2

4

4
)

2
(

a

bac

a

b
x

+−
=+    (等號右邊分數相加) 

 2

2
2

4

4
)

2
(

a

acb

a

b
x

−
=+     (整理式子) 

 

到這一步，我們必須先討論左式與右式之間的關係才能繼續運算。 

等號左邊為完全平方式，會大於或等於 0，那等號右邊呢？等號右邊的分母為

24a ，會大於 0 (一開始條件已設 0a )。 

等號右邊的分子是 acb 42 − ，我們分成小於 0、等於 0 和大於 0 三種情形來討論： 

(1) 042 − acb  

即方程式右邊 0
4

4
2

2


−

a

acb
，但方程式左邊是一個完全平方式，必須大於 0 或等

於 0。因此方程式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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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42 =− acb  

則原方程式可寫成 0)
2

( 2 =+
a

b
x  

      0
2

=+
a

b
x        

此情形一元二次方程式 02 =++ cbxax 的解只有一個
a

b
x

2
−= ，稱為重根。 

 

(3) 042 − acb  

即方程式右邊 0
4

4
2

2


−

a

acb
，我們將等號兩邊取平方根來計算。 

2

2
2

4

4
)

2
(

a

acb

a

b
x

−
=+  

 2

2

4

4

2 a

acb

a

b
x

−
=+     (等號兩邊取平方根) 

 
a

acb

a

b
x

2

4

2

2 −
=+    (等號右邊分母

24a 化為 2a) 

 
a

acb

a

b
x

2

4

2

2 −
−=    (

a

b

2
移到等號右邊) 

 
a

acbb
x

2

42 −−
=  

 

由以上討論，我們知道若是 0a 且 042 − acb  

則一元二次方程式 02 =++ cbxax 的解為
a

acbb
x

2

42 −−
=  

(重根時一樣可如此表示，
a

b

a

b

a

acbb
x

22

0

2

42 −
=

−
=

−−
= ) 

這個公式稱為一元二次方程式的公式解。 

 

另外 acb 42 − 稱為方程式 02 =++ cbxax 的判別式，可以用來判別解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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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節 一元二次方程式解的判別 

本小節我們會利用方程式 02 =++ cbxax 的判別式 acb 42 − 來判斷二元一次方程式

解的種類： 

(1) 042 − acb ，此方程式無解。 

(2) 042 =− acb ，此方程式有重根，
a

b
x

2
−= 。 

(3) 042 − acb ，此方程式有兩相異解(兩相異根)，
a

acbb
x

2

42 −−
= 。 

 

例題 7.4.1-1 

利用判別式判斷下列方程式解的情形： 

(1) 012 =++ xx        (2) 012 =−+ xx  

(3) 0122 =++ xx   (4) 0122 =+− xx    

詳解： 

(1) a＝1、b＝1、c＝1 

 034111414 22 −=−=−=− acb  

 此方程式無解 。      

(2) a＝1、b＝1、c＝－1 

 0541)1(1414 22 =+=−−=− acb  

 此方程式有兩相異解 。      

(3) a＝1、b＝2、c＝1 

 04411424 22 =−=−=− acb  

 此方程式有重根。      

(4) a＝1、b＝－2、c＝1 

 044114)2(4 22 =−=−−=− acb  

 此方程式有重根。      

【練習】7.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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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判別式判斷下列方程式解的情形： 

(1) 0132 =++ xx        (2) 01682 =++ xx  

(3) 0522 =+− xx   (4) 0622 =−− xx    

 

 

例題 7.4.1-2 

利用判別式判斷下列方程式解的情形： 

(1) 0543 2 =++ xx        (2) 032162 2 =+− xx  

(3) 0275 2 =−− xx   (4) 0833 2 =+− xx    

詳解： 

(1) a＝3、b＝4、c＝5 

 044601653444 22 −=−=−=− acb  

 此方程式無解 。      

(2) a＝2、b＝－16、c＝32 

 02562563224)16(4 22 =−=−−=− acb  

 此方程式有重根 。      

(3) a＝5、b＝－7、c＝－2 

 0894049)2(54)7(4 22 =+=−−−=− acb  

 此方程式有兩相異解。      

(4) a＝3、b＝－3、c＝8 

 087969834)3(4 22 −=−=−−=− acb  

 此方程式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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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7.4.1-2 

利用判別式判斷下列方程式解的情形： 

(1) 053 2 =++− xx        (2) 01682 2 =+− xx  

(3) 09124 2 =+− xx   (4) 0722 =−+− xx    

 

 

例題 7.4.1-3 

若一元二次方程式 0842 =++ xax 有兩相異解，試求 a 的範圍。 

詳解： 

一元二次方程式 0842 =++ xax 有兩相異解，代表判別式 042 − acb  

  042 − acb  

  08442 − a  

  03216 − a  

  021 − a   (等號兩邊同除以 16) 

  12 −− a  

  12 a    (等號兩邊同乘以(－1)，不等號方向相反) 

  
2

1
a  

  

 即若 0842 =++ xax 有兩相異解，則
2

1
a 。 

 

【練習】7.4.1-3 

若一元二次方程式 0932 =++ xax 無解，試求 a 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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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7.4.1-4 

已知一元二次方程式 0252 =++bxx 有重根，試求 b 之值。 

詳解： 

一元二次方程式 0252 =++bxx 有重根，代表判別式 042 =− acb  

  042 =− acb  

  025142 =−b  

  01002 =−b  

  1002 =b    

  10=b     

  

即若 0252 =++bxx 有重根，則 10=b 。 

 

【練習】7.4.1-4 

已知一元二次方程式 0162 =++bxx 有重根，試求 b 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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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節 用公式解一元二次方程式 

本小節我們將學習如何用公式找出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若 0a 且 042 − acb ，則一元二次方程式 02 =++ cbxax 的解為
a

acbb
x

2

42 −−
=  

 

舉例來說，方程式 014193 2 =−+ xx ，我們利用公式來求解： 

a＝3、b＝19、c＝－14 

 

x  
a

acbb

2

42 −−
=  

 
32

)14(341919 2



−−−
=  

 
6

16836119 +−
=  

 
6

52919−
=  

 
6

2319−
=  

  (1)
3

2

6

2319
=

+−
=x 、 (2) 7

6

2319
−=

−−
=x  

 得解為
3

2
=x 、 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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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7.4.2-1  

利用公式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4032 =−− xx        (2) 060172 =−− xx  

(3) 0872 =+− xx   (4) 01232 =−+ xx    

詳解： 

(1) a＝1、b＝－3、c＝－40      

 x  
a

acbb

2

42 −−
=  

  
12

)40(14)3()3( 2



−−−−−
=  

  
2

16093 +
=  

  
2

1693
=  

  
2

133
=  

 

  8
2

16

2

133
==

+
   5

2

10

2

133
−=

−
=

−
 

 

 8=x 、 5−  

 

(2) a＝1、b＝－17、c＝－60      

 x  
a

acbb

2

42 −−
=  

  
12

)60(14)17()17( 2



−−−−−
=  

  
2

24028917 +
=  

  
2

52917
=  

  
2

2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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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

40

2

2317
==

+
   3

2

6

2

2317
−=

−
=

−
 

 

 20=x 、 3−  

 

(3) a＝1、b＝－7、c＝8      

 x  
a

acbb

2

42 −−
=  

  
12

814)7()7( 2



−−−−
=  

  
2

32497 −
=  

  
2

177
=  

 

 
2

177 
=x  

 

(4) a＝1、b＝3、c＝－12      

 x  
a

acbb

2

42 −−
=  

  
12

)12(14)3()3( 2



−−−
=  

  
2

4893 +−
=  

  
2

573−
=  

 

 
2

573−
=x  

 

同學可以驗算看看各題的解是否能使等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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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7.4.2-1 

利用公式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30132 =−− xx        (2) 060112 =−− xx  

(3) 01482 =+− xx   (4) 01532 =−+ xx    

 

 

 

 

 

 

例題 7.4.2-2  

利用公式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45176 2 =−+ xx        (2) 024294 2 =−+ xx  

(3) 0822 =+−− xx   (4) 0406 2 =+−− xx    

詳解： 

(1) a＝6、b＝17、c＝－45      

 x  
a

acbb

2

42 −−
=  

  
62

)45(64)17(17 2



−−−
=  

  
12

108028917 +−
=  

  
12

136917−
=  

  
12

3717−
=  

 

  
3

5

12

20

12

3717
==

+−
   

2

9

12

54

12

3717
−=

−
=

−−
 

 

 
3

5
=x 、

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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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4、b＝29、c＝－24      

 x  
a

acbb

2

42 −−
=  

  
42

)24(44)29(29 2



−−−
=  

  
8

38484129 +−
=  

  
8

122529−
=  

  
8

3529−
=  

 

  
4

3

8

6

8

3529
==

+−
   8

8

64

8

3529
−=

−
=

−−
 

 

 
4

3
=x 、 8−  

 

(3) a＝－1、b＝－2、c＝8      

 x  
a

acbb

2

42 −−
=  

  
)1(2

8)1(4)2()2( 2

−

−−−−−
=  

  
2

3242

−

+
=  

  
2

362

−


=  

  
2

62

−


=  

 

  4
2

8

2

62
−=

−
=

−

+
   2

2

4

2

62
=

−

−
=

−

−
 

 

 4−=x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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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6、b＝－1、c＝40      

 x  
a

acbb

2

42 −−
=  

  
)6(2

40)6(4)1()1( 2

−

−−−−−
=  

  
12

96011

−

+
=  

  
12

9611

−


=  

  
12

311

−


=  

 

  
3

8

12

32

12

311
−=

−
=

−

+
   

2

5

12

30

12

311
=

−

−
=

−

−
 

 

 
3

8
−=x 、

2

5
 

 

同學可以驗算看看各題的解是否能使等式成立。 

 

【練習】7.4.2-2 

利用公式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15148 2 =−− xx        (2) 06295 2 =−− xx  

(3) 0822 =+−− xx   (4) 0203 2 =+−−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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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7.4.2-3 (重根) 

利用公式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36122 =++ xx        (2) 027183 2 =+− xx  

詳解： 

(1) a＝1、b＝12、c＝36      

 x  
a

acbb

2

42 −−
=  

  
12

)36(14)12(12 2



−−
=  

  
2

14414412 −−
=  

  
2

012−
=  

  
2

12−
=  

  6−= (重根) 

 

(2) a＝3、b＝－18、c＝27      

 x  
a

acbb

2

42 −−
=  

  
32

2734)18()18( 2



−−−−
=  

  
6

32432418 −
=  

  
6

018
=  

  
6

18
=  

  3= (重根) 

同學可以驗算看看各題的解是否能使等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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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7.4.2-3 

利用公式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64162 =+− xx        (2) 05105 2 =+− xx  

 

 

 

 

 

例題 7.4.2-4 

利用公式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2)1(3)1( 2 =−+++ xx       (2) 03)6(5)6( 2 =+−−− xx  

詳解： 

(1) 這類的題目，我們不需要將
2)1( +x 乘開，可以將 )1( +x 當成一個未知數來計算 

 a＝1、b＝3、c＝－2      

 1+x  
a

acbb

2

42 −−
=  

   
12

)2(143)3( 2



−−−
=  

   
2

893 +−
=  

   
2

173−
=   (得到了 )1( +x 之值後，我們再求 x 之值)  

 
2

173
1

−
=+x   

 1
2

173
−

−
=x  

 
2

2

2

173
−

−
=x  

 
2

175−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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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1)，我們不需要將
2)6( −x 乘開，可以將 )6( −x 當成一個未知數來計算 

 a＝1、b＝－5、c＝3      

 6−x  
a

acbb

2

42 −−
=  

   
12

314)5()5( 2



−−−−
=  

   
2

12255 −
=  

   
2

135
=    (得到了 )6( −x 之值後，我們再求 x 之值)  

 
2

135
6


=−x   

 6
2

135
+


=x  

 
2

12

2

135
+


=x  

 
2

1317
=x  

 

【練習】7.4.2-4 

利用公式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3)1(6)1( 2 =−−+− xx       (2) 05)3(7)3( 2 =++−+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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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節 習題 

習題 7.4-1 

利用判別式判斷下列方程式解的情形： 

(1) 04542 =−+ xx        (2) 01122 =+− xx  

(3) 0962 =+− xx   (4) 025102 =+− xx  

 

 

 

習題 7.4-2 

利用判別式判斷下列方程式解的情形： 

(1) 0362 2 =+− xx        (2) 01816 2 =+− xx  

(3) 0762 2 =++ xx   (4) 09103 2 =+− xx   

 

 

 

習題 7.4-3 

若一元二次方程式 0432 =−+ xax 有兩相異解，試求 a 的範圍。 

 

 

 

習題 7.4-4 

已知一元二次方程式 092 =++bxx 有重根，試求 b 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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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7.4-5 

利用公式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1832 =−− xx        (2) 060192 =+− xx  

(3) 01052 =−+ xx   (4) 0382 =++ xx  

 

 

 

習題 7.4-6 

利用公式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276 2 =++ xx        (2) 0295 2 =−+ xx  

(3) 0122 =+−− xx   (4) 031312 2 =−+− xx  

 

 

 

習題 7.4-7 

利用公式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121222 =++ xx        (2) 012123 2 =+− xx  

 

 

習題 7.4-8 

利用公式求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1) 05)2(5)2( 2 =+−+− xx       (2) 05)2(3)2( 2 =−+++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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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節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應用題與綜合題 

在前三節，我們學習了利用因式分解、配方法與公式解找出二元一次方程式的解，本

節我們將應用這些學到的方法，來處理應用問題。 

 

 利用因式分解求解： 

  將方程式因式分解成 0))(( =−− dcxbax 的形式，則解為
a

b
x = 、

c

d
。( 0,0  ca ) 

 

 利用配方法求解： 

  將方程式配方成 bax =− 2)( 的形式，則解為 bax = 。( 0b ) 

 

 利用公式求解： 

  方程式 02 =++ cbxax ，其解為
a

acbb
x

2

42 −−
= 。( 04,0 2 − ac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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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例題 7.1-1，我們只有在情境中列式，現在可以試著求出未知數之值了。   

例題 7.5-1  

試求下列各情境中的 x 之值。 

(1)某三角形的底為 )1( +x 公分，高為 x3 公分，面積為 30 平方公分。 

(2)小華買了 )32( +x 枝原子筆，每枝原子筆售價都是 x 元，小華共花了 65 元。 

(3) )2( +x 與 )3( −x 兩數的乘積為 6。 

詳解： 

(1)三角形的面積等於底×高×
2

1
。       

 列成方程式為 30
2

1
3)1( =+ xx  

     30
2

1
)33( 2 =+ xx    

     2302
2

1
)33( 2 =+ xx   (等量公理，等號左右同乘以 2) 

     6033 2 =+ xx  

     06033 2 =−+ xx  

     0202 =−+ xx  

     0)4)(5( =−+ xx     (利用十字交乘) 

     4=x 、 5−=x (長度不可為負數，－5 不合) 

 得 4=x 。 

(2)總價等於單價×枝數。  

 列成方程式為 65)32( =+ xx  

     6532 2 =+ xx  

     06532 2 =−+ xx  

     0)5)(132( =−+ xx    (利用十字交乘) 

     5=x 、
2

13
−=x (枝數與價格不可為負數，

2

13
− 不合) 

 得 5=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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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成方程式為 6)3()2( =−+ xx  

     662 =−− xx  

     0122 =−− xx  

     0)3)(4( =+− xx    (利用十字交乘) 

     4=x 、 3−=x  

 得 4=x 、 3−=x 。 

 

例題 7.5-2 

有一長方形，長為 )13( −x 公分，寬為 )2( +x 公分，面積為 98平方公分，試求其長。 

詳解： 

長方形的面積等於長×寬。       

列成方程式為 98)2)(13( =+− xx  

    98253 2 =−+ xx    

    010053 2 =−+ xx  
 

這裡我們用公式求解 

   x  
32

)100(3455 2



−−−
=  

    
6

1200255 +−
=  

    
6

12255−
=  

    
6

355−
=  

   5
6

355
=

+−
=x  、 

3

20

6

355
−=

−−
=x (代入會使長、寬為負，不合) 

得 5=x  

長 1415313 =−=−= x (公分) 

答：長為 14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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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7.5-3 

如圖 7.5-1，某正方形，若將其一邊長度 

減少 2公分，另一邊長度變為 2倍，則所 

得新長方形面積比原正方形面積多 32平 

方公分，試求原正方形邊長。 

              圖 7.5-1 

詳解： 

令原正方形邊長為 x 公分，則其面積為 x
2平方公分。      

新長方形邊長為 )2( −x 公分與 x2 公分，面積為 )2(2 −xx 平方公分。 

新長方形面積比原正方形面積多 32平方公分 

列成方程式為 32)2(2 2 =−− xxx  

    3242 22 =−− xxx    

    03242 =−− xx  

    0)4)(8( =+− xx  

    8=x 、 4−  (邊長不可為負， 4− 不合) 

得原正方形邊長為 8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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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7.5-4 

如圖 7.5-2，有三角形 ABC，其中 B為直角。 

已知 4+= xAB 、 6=BC 、 22 += xCA ， 

且直角三角形邊長有
222

CABCAB =+ 的關係， 

試求三角形 ABC之面積。            圖 7.5-2 

詳解： 

根據
222

CABCAB =+  

可列式 
222 )22()6()4( +=++ xx  

  48436168 22 ++=+++ xxxx  

  043616884 22 =−++−+− xxxx  

  0483 2 =+− x  

  0162 =−x  

  0)4)(4( =+− xx   (利用平方差公式) 

  4=x 、 4−=x  (長度不可為負，故－4不合) 

8444 =+=+= xAB  

三角形 ABC之面積＝ 24
2

1
68

2

1
==BCAB  

得三角形 ABC面積為 24平方單位。 

 

例題 7.5-5 

如圖 7.5-3，有一張長方形紙片，其長比 

寬多 8 公分。在紙片中間剪去了一塊小 

長方形，使剩餘紙片的四周寬度均為 4 公 

分。若原長方形紙片之長為 x 公分，試 

回答下列問題：              單位：公分 

(1)原長方形的面積為何？(以 x 表示)     圖 7.5-3 

(2)剪去的小長方形面積為何？(以 x 表示) 

(3)剪去小長方形後，剩餘的紙片面積為何？(以 x 表示) 

(4)若剩餘紙片的面積，比剪去的小長方形紙片面積多 128平方公分，試求 

原長方形紙片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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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解： 

(1) 原長方形紙片之長為 x 公分，則寬為 )8( −x 公分。 

xxxx 8)8( 2 −=−  

原長方形紙片面積為 )8( 2 xx − 平方公分。  

 

 (2)  紙片中間減去的小長方形： 

長： 844 −=−− xx (公分) 

寬： 1644)8( −=−−− xx (公分) 

12824)16)(8( 2 +−=−− xxxx  

小長方形面積為 )12824( 2 +− xx 平方公分 

 

(3)  剩餘的紙片面積＝原長方形紙片面積－小長方形面積 

  12816)12824()8( 22 −=+−−− xxxxx  

  剩餘的紙片面積為 )12816( −x 平方公分。 

 

(4)  剩餘紙片的面積，比剪去的小長方形紙片面積多 128平方公分 

  128)12824()12816( 2 =+−−− xxx  

  01281282412816 2 =−−+−− xxx  

  0384402 =−+− xx  

  0384402 =+− xx  

  0)16)(24( =−− xx  

  24=x 、16 (若 16=x ，則小長方形寬為 0，故不合) 

  因此原長方形紙片之長為 24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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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7.5-6 

如圖 7.5-4，有一條 1公尺長的繩子，在上面取一點 A，使繩子分為長邊與短邊，

若其長度比例，全長：長邊＝長邊：短邊，試求長邊對短邊的比值。 

 

圖 7.5-4 

詳解： 

設長邊長度為 x 公尺，則短邊長度為 )1( x− 公尺。       

全長：長邊＝長邊：短邊 

)1(::1 xxx −=  

xxx =− )1(1    (外項乘積等於內項乘積) 
21 xx =−  

012 =−+ xx  

2

)1(1411 2 −−−
=x

2

51−
=  (長度不可為負，負不合) 

長邊長度為
2

51+−
公尺。 

長邊對短邊的比值 ＝全長對長邊的比值 (全長：長邊＝長邊：短邊) 

     ＝
2

51
1

+−
  

     ＝
51

2
1

+−
  

     ＝
51

2

+−
 

     ＝
)51)(51(

)51(2

−−+−

−−
 

     ＝
51

522

−

−−
 

     ＝
4

522

−

−−
 

     ＝
2

51+
 

得長邊對短邊的比值為
2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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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7.5-7 

如圖 7.5-5，有一長方形，長邊長度為 x 公尺， 

短邊長度為 1公尺。若從長方形邊緣切掉一塊 

邊長 1公尺的正方形後，可使剩下的長方形長 

短邊比與原長方形長短邊比相等，試求 x 之值。 

              圖 7.5-5 

詳解： 

剩下的長方形長短邊比為 )1(:1 −x  

原長方形長短邊比為 1:x  

剩下的長方形長短邊比與原長方形長短邊比相等： 

  1:)1(:1 xx =−  

xx −= )1(11   (外項乘積等於內項乘積) 

xx −= 21  

012 =−− xx  

2

)1(141)1( 2 −−−−
=x

2

51
=  (長度不可為負，負不合) 

原長方形長邊長度為
2

51+
公尺，

2

51+
=x 。 

 

在例題 7.5-6 與 7.5-7 中，都出現了
2

51+
的比值，這個數被稱為黃金比例或黃金分割。 

黃金比例構成的圖形被認為是美麗的圖形，現今也有許多藝術品、建築物、電子產品 

等應用了黃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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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6 

 

圖 7.5-6 是將例題 7.5-7 中的長方形繼續用黃金比例分割，再利用分割出來的點畫一條

螺旋形的線。自然界中，舉凡海螺的形狀、衛星雲圖中的颱風圖、蜘蛛網的形狀都與

這種螺旋線相當相似。 

 

2

51+
的數值大約是 1.618，一個有趣的地方是，1.618 的倒數再加上 1，大約也是 1.618。 

618.1

1
≒0.618   618.116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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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7.5-8 

如圖 7.5-7，有一長 250公分的梯子靠在牆上，若牆腳到梯頂的距 

離比牆腳到梯腳的距離多 50公分，試求牆腳到梯腳的距離。 

(牆與地面垂直，直角三角形斜邊平方等於兩股平方和) 

 

圖 7.5-7 

詳解： 

令牆腳到梯腳的距離為 x 公分，則牆腳到梯頂的距離為 )50( +x 公分。 

牆與地面垂直，因此可將梯子與牆面、地面所構成圖形視為直角三角形，斜邊長

為 250公分，兩股長分別為 x 公分與 )50( +x 公分，如圖 7.5-8。 

直角三角形斜邊平方等於兩股平方和，可列式： 

222 )50(250 ++= xx  

250010062500 22 +++= xxx  

2500100262500 2 ++= xx  

0600001002 2 =−+ xx  

030000502 =−+ xx  

0)200)(150( =+− xx  

150=x 、－200 (長度不可為負，負不合)       圖 7.5-8 

 得牆腳到到梯腳的距離為 15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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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7.5-9 

一袋蕃茄分給 x 人，每人分得 )1( +x 顆蕃茄且沒有剩下，若一袋蕃茄有 72 顆，請

問每人分得多少顆蕃茄？ 

詳解： 

蕃茄總數等於人數×每人分得的顆數。       

列成方程式為 )1(72 += xx  

    xx += 272    

    0722 =−+ xx  

    0)9)(8( =+− xx      

    8=x 、 9−=x (人數不可為負數，－9 不合) 

    得 8=x 。 

每人分得顆數為 9181 =+=+x  

答：每人分得 9 顆蕃茄。 

 

例題 7.5-10 

一袋蕃茄分給 x 人，每人分得 )1( +x 顆蕃茄且沒有剩下。若改為分給 7 人，則每人

分得 )5( +x 顆，剩下 5 顆，請問這袋蕃茄共有幾顆？ 

詳解： 

蕃茄總數等於人數×每人分得的顆數。       

分給 x 人，每人分得 )1( +x 顆蕃茄且沒有剩下→蕃茄總數 )1( += xx  

分給 7 人，每人分得 )5( +x 顆，剩下 5 顆→蕃茄總數 5)5(7 ++= x  

列成方程式為 5)5(7)1( ++=+ xxx  (等號兩邊都代表蕃茄總數，故相等) 

    4072 +=+ xxx    

    04072 =−−+ xxx  

    04062 =−− xx  

    0)4)(10( =+− xx      

    10=x 、 4−=x (人數不可為負數，－4 不合) 

    得 10=x 。 

蕃茄總數為 1105)510(75)5(7 =++=++x  

答：這袋蕃茄共有 110 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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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7.5-11 

某遊樂園，基本門票價格為每人 200 元。現在放出團體票優惠，若一次買超過 20

張門票，則每增加 1 張，每張門票減 5 元。例如買 22 張門票，則每張門票為 190

元。若現在小明買門票共花 4455 元，請問小明共買了幾張門票？ 

詳解： 

我們先看看小明買的門票是否有超過 20 張。 

若買 20 張，則總價為 400020200 = ， 44554000 ，可知小明買的門票超過 20張。 

設小明買的門票比 20 張又多出 x 張，也就是 )20( x+ 張。則門票單價為 )5200( x− 元。 

總價＝門票數門票單價 

)5200)(20(4455 xx −+=  

2510040004455 xx−+=  

04551005 2 =+− xx  

091202 =+− xx  

0)7)(13( =−− xx ，得 13=x 或 7=x  

因此小明可能買了 33 張或 27 張門票。 

 

我們來驗算看看： 

 13=x ，則門票共 33 張，單價為 135 元，總價為 445513533 = ，符合題意。 

 7=x ，則門票共 27 張，單價為 165 元，總價為 445516527 = ，符合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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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7.5-12 

已知三個連續整數的平方和為 302，試求此三個連續整數。 

詳解： 

令三個連續整數為 1−x 、 x 、 1+x  

三個連續整數的平方和為 302： 

302)1()1( 222 =+++− xxx   

3021212 222 =+++++− xxxxx  

030223 2 =−+x  

03003 2 =−x  

01002 =−x  

01002 =−x  

0)10)(10( =−+ xx  

10−=x 、10 

 若 10−=x ，另外兩個整數為－9、－11。 

 若 10=x ，另外兩個整數為 9、11。 

 此三個連續整數可能為－9、－10、－11 或 9、10、11。 

 

 

例題 7.5-13 

若某一元二次方程式 02 =++ cbxx 的兩根為 2 和－5，試求 b、c 之值。 

詳解：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兩根為 2 和－5，則此方程式可寫為： 

 0)5)(2( =+− xx  

 01032 =−+ xx  

與 02 =++ cbxx 對照，可得 3=b 、 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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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7.5-14 

一元二次方程式 0))(( =++ dcxbax 的解為－2和 3，其中 0a 、 0c ，且 0
a

b
、

0
c

d
，試求

c

d

a

b
+ 之值。 

詳解： 

0))(( =++ dcxbax 的解為－2和 3 

a、b、c、d 的關係為下列兩種情形之一： 

(1) 0)2( =+− ba  或 0)3( =+ dc  

(2) 0)3( =+ ba  或 0)2( =+− dc  

 

情形(1)： 

 0)2( =+− ba  → 02 =+− ba  → ab 2=  → 2=
a

b
  

 與題目 0
a

b
矛盾，可知正確的情形應為(2) 

情形(2)： 

 0)3( =+ ba  → 03 =+ba  → ab 3−=  → 3−=
a

b
  

 0)2( =+− dc  → 02 =+− dc  → cd 2=  → 2=
c

d
  

123 −=+−=+
c

d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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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7.5-15 

若 99)4)(3)(2)(1( =++++ xxxx ，試求 ?52 =+ xx  

詳解： 

題目求 xx 52+ ，因為所求的 x 一次項係數為 5，我們也將方程式分組湊出 x 的一次

項係數為 5 的式子。 

99)4)(3)(2)(1( =++++ xxxx  

99)]3)(2)][(4)(1[( =++++ xxxx    (1、4 一組，2、3 一組) 

99]65][45[ 22 =++++ xxxx  

99]6][4[ =++ AA       (令 xxA 52+= ) 

9924102 =++ AA  

09924102 =−++ AA  

075102 =−+ AA  

0)5)(15( =−+ AA  

得 15−=A 或 5 

即 1552 −=+ xx 或 5 

 

驗算： 

(1)  1552 −=+ xx  代入  

 99)9()11()615)(415(]65][45[ 22 =−−=+−+−=++++ xxxx  

 與題意相合。 

(2)  552 =+ xx  代入  

 99119)65)(45(]65][45[ 22 ==++=++++ xxxx  

 與題意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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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節 習題 

習題 7.5-1 

試求下列各情境中的 x 之值。 

(1)某長方形的長為 )52( +x 公分，寬為 x2 公分，面積為 36平方公分。 

(2)小美買了 )32( −x 顆蘋果，每顆蘋果售價都是 x 元，小美共花了 35元。 

(3) )1( +x 與 )2( −x 兩數的乘積為 10。 

 

 

 

 

習題 7.5-2 

有一三角形，底為 )35( +x 公分，高為 )7( +x 公分，面積為 90平方公分，試求其底。 

 

 

 

習題 7.5-3 

如右圖，某長方形，其長為寬的 3倍多 1公分，若將其寬度

變為 2倍，長度減少 4公分，則得新正方形，面積比原長方

形面積多 6平方公分，試求原長方形的寬。                                            

 

 

 

習題 7.5-4 

如右圖，有三角形 ABC，其中 B為直角。已知 1+= xAB 、 

3=BC 、 2+= xCA ，且直角三角形邊長有
222

CABCAB =+  

的關係，試求三角形 ABC之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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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7.5-5 

如右圖，有一張長方形紙片，其長比寬多 4公分。 

在紙片中間剪去了一塊小長方形，使剩餘紙片的四 

周寬度均為 2公分。若原長方形紙片之長為 x 公分， 

試回答下列問題： 

(1)原長方形的面積為何？(以 x 表示)  

(2)剪去的小長方形面積為何？(以 x 表示) 

(3)剪去小長方形後，剩餘的紙片面積為何？(以 x 表示) 

(4)若剩餘紙片的面積，比剪去的小長方形紙片面積多 36平方公分，試求 

原長方形紙片之長。 

 

 

 

 

 

 

習題 7.5-6 

若將一正方形的一邊減少 2公分，另一邊變成原來的 3倍，則所得新長方形的面

積比原正方形的面積多 20平方公分，求原正方形的邊長是多少公分？ 

 

 

 

 

 

習題 7.5-7 

如右圖，有一長 260公分的梯子靠在牆上，若牆腳到梯頂的距 

離比牆腳到梯腳的距離多 140公分，試求牆腳到梯腳的距離。 

(牆與地面垂直，直角三角形斜邊平方等於兩股平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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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7.5-8 

端午節媽媽包了若干顆粽子，每 x 顆綁成一捆，恰可綁成 x3 捆，若吃掉 4捆後，

還剩粽子 32顆，請問媽媽總共包了幾顆粽子？ 

 

 

 

 

習題 7.5-9 

一袋糖果分給 x 人，每人分得 )25( +x 顆糖果且沒有剩下。若改為分給 10人，則每

人分得 )2( +x 顆，剩下 1顆，請問這袋糖果共有幾顆？ 

 

 

 

 

習題 7.5-10 

某游泳班預定招生 20人，每人收費 300元，但人數若少於 20人，每減少 1人，

則每人要加收 10元。已知該游泳班共收到 5040元，請問共有多少人參加？ 

 

 

 

 

習題 7.5-11 

已知三個連續整數的平方和為 77，試求此三個連續整數。 

 

 

 

 

習題 7.5-12 

若某一元二次方程式 02 =++ cbxx 的兩根為 3和 5− ，試求 b、c 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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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7.5-13 

若 360)2)(3)(4)(5( =++++ xxxx ，試求 =+ xx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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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綜合習題 

習題 1： 

解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 

(1) 064162 =++ xx  

(2) 092 =−x  

(3) 0154 2 =+− xx  

(4) 05194 2 =−+ xx  

(5) 016 2 =−+ xx  

(6) 0)5(3)5(2 =+−+ xxx  

(7) )43(5)43)(3( +−=+− xxx  

(8) 07
3

8

3

5 2 =−− xx  

(9) 9)6)(2( =−+ xx  

(10) 
22 9)4( xx =+  

 

 

習題 2： 

利用配方法，解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 

(1) 0722 =−+ xx  

(2) 0382 =+− xx  

(3) xx 8
4

13
4 2 =+  

(4) 0
12

1

3

2

4

1 2 =−−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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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3： 

利用公式解，解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式 

(1) 0382 2 =++ xx  

(2) 0345 2 =−− xx  

(3) 15)52)(2( =++ xx  

(4) 0
2

1

3

2

2

3 2 =−+ xx  

 

習題 4： 

若
2

31
為方程式 bax =+ 2)2( 的解，則 =−ba ？ 

 

 

 

習題 5： 

若 1−=x 是方程式 032 =+− kxx 的解，求 k 值及方程式的另一根。 

 

 

 

習題 6： 

若方程式 0582 2 =−− xx 與 mx =− 2)2( 有相同的解，則 =m ？ 

 

 

習題 7： 

若方程式 062 =+− kxx 無解，則 k 的範圍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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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8： 

設 012 =−− xx 的兩根為 a 、b ，則 =+ ba ？ 

 

 

 

習題 9： 

有一三角形的底是 )53( +x 公分，高是 )52( −x 公分，且其面積是 7平方公分，則底

是多少公分？ 

 

 

 

習題 10： 

若將一正方形的一邊減少 2公分，另一邊變成原來的 3倍，則所得新長方形的面

積比原正方形的面積多 20平方公分，求原正方形的邊長是多少公分？ 

 

 

 

習題 11： 

如右圖，在長 20公尺、寬 14公尺的長方形草地內部開闢

一條等寬的十字形道路，已知道路與草地的長寬平行，若

剩下的草地面積為 187平方公尺，則十字形道路的寬應是

多少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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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12： 

如右圖，沿著正方形菜園的四周鋪上一條寬 2公尺的道

路，若菜園面積與道路面積相等，問菜園的邊長為多少？ 

 

 

 

習題 13： 

某補習班預定招收 30名學生，每人收費 1000元，但人數若少於 30人，則每減少

1人，每人要加收 50元。已知該補習班共收到 31200元，請問共招收多少名學生？ 

 

 

 

習題 14： 

已知 0222 =−− xx ，則 =− 2)1(x ？ 

 

 

習題 15： 

設 018)32( 2 =−+x 的兩根為 a 、b ，且 ba  ，則 =−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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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測與會考模擬試題 

 

(  ) 1. 如下列何者可為方程式 065391 2 =+− xx 的解？【90(一)基測】 

(A) －
7

2
ˉ (B) －

13

2
 ˉ(C) 

13

2
ˉ (D) 

13

3
 

 

(  ) 2. 如圖，有一個數學遊戲如下，由左方入口進入，按框框內的指示判斷正確

的路徑，則最後到達哪一個地方？【90(一)基測】 

      

 

(A)甲ˉ(B)乙ˉ(C)丙ˉ(D)丁 

 

(  ) 3. 如 2=x 不是下列哪一個方程式的解？【93(一)基測】 

(A) 0)2(3 =−x    (B) 232 2 =− xx    (C) 0)2)(2( =+− xx  

(D) 022 =+− xx  

 

(  ) 4. 如 a 、b 為方程式 0)73( =+xx 的兩根，且 ba  ，則 =−ab ？【94(一)基測】 

(A) 
3

7
  (B) 

7

3
  (C) 

3

7
−   (D) 

7

3
−  

 

(  ) 5. 已知方程式 056252 =−x 的兩根為 75 ，則下列何者可為方程式

0561662 =−+ xx 的解？【95(二)基測】 

(A) 69=x   (B) 72=x   (C) 77=x   (D) 81=x  

 

(  ) 6. 將一元二次方程式 0562 =−− xx 化成 bax =+ 2)( 的型式，則 =b ？【96(一)

基測】 

(A) －4   (B) 4   (C) －14   (D)  14 

 

(  ) 7. 用配方法將 1122 2 ++−= xxy 化成 khxy ++−= 2)(2 的形式，求 =+ kh ？

【98(二)基測】 

(A) 16   (B) 21  (C) －20  (D)  －14 

 



7-79 

 

(  ) 8. 若 a 為方程式 100)17( 2 =−x 的一根， b 為方程式 17)4( 2 =−y 的一根，且

a 、b 都是正數，則 ba− 之值為何？【99(一)基測】 

(A) 5  (B) 6  (C) 83  (D) 1710−  

 

(  ) 9. 關於方程式 95)2(88 2 =−x 的兩根，下列判斷何者正確？【100(一)基測】 

(A)一根小於 1，另一根大於 3    (B)一根小於－2，另一根大於 2 

(C)兩根都小於 0                (D)兩根都大於 2 

 

(  ) 10. 用配方法將 642 2 ++−= xxy 化成 khxay ++= 2)( 的形式，求 kha ++ 之值為

何？【100(二)基測】 

(A)  5  (B) 7  (C) －1  (D) －2 

 

(  ) 11. 小傑用長為 x 公分的竹筷去量一張長方形的紙，發現紙的長度比竹筷的兩倍

長少 1公分，寬比竹筷長多 2公分。已知紙的面積為 3000平方公分，依題

意下列哪一個一元二次方程式是正確的？【90(二)基測】 

(A) 3000)12)(2( =+− xx ˉ  (B) 03000)12)(2( =+−+ xx  

(C) 300232 2 =− xx         (D) 0300232 2 =−+ xx  

 

(  ) 12. 對於方程式 )1)(23()1)(52( +−=++ xxxx 根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91(一)

基測】 

(A)方程式只有一根，而且這個根是正數 

(B)方程式有兩根，而且兩根的正、負號相同 

(C)方程式一根為正數，一根為負數 

(D)方程式無解 

 

(  ) 13. 小風想利用一個遊戲的方法問出兩位朋友的年齡。他說：「將你的年齡，先

減 5，再平方，最後加上 25。所出現的數字將會是你今天的幸運數字喔！」

阿珠說：「我是 89 耶！」阿花說：「我的是 146！」若阿珠的年齡是a ，阿

花的年齡是b ，則 ba+ 的值會落在下列哪一個範圍內？【91(二)基測】 

(A) 2118 + ba ˉ  (B) 2421 + ba  

(C) 2724 + ba ˉ  (D) 3027 + ba  

 

(  ) 14. 樂樂以配方法解 02 2 =+− abxx ，可得
2

15

2

3
=−x 。求 =a ？【91(二)基測】 

(A) －6ˉ(B) －3ˉ(C) 6ˉ(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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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下列有關 10 的敘述，何者不正確？【92(一)基測】 

(A) 10 是方程式 102 =x 的一個解  

(B)在數線上可以找到坐標為 10 的點 

(C) 5210 =  

(D) 410   

 

(  ) 16. 若一元二次方程式 032322 =−− xx 的兩根為 a 、b ，且 ba  ，則 =+ba2 ？

【92(二)基測】 

(A) －53  (B) 15  (C) 55  (D) 21 

 

(  ) 17. 利用配方法將 axx ++84 2 化成 3)( 2 ++ cxb 的形式，則 =++ cba ？【93(二)

基測】 

(A) 9   (B) 12   (C) 13   (D) 25 

 

(  ) 18. 已知 062 =+− bxx 可配方成 7)( 2 =− ax 的型式、請問 262 =+− bxx 可配方成

下列何種型式？【94(二)基測】 

(A) 5)( 2 =− ax          (B) 9)( 2 =− ax  

(C) 9)2( 2 =+− ax       (D) 5)2( 2 =+− ax  

 

(  ) 19. 下列哪一個選項為方程式 015164 2 =+− xx 的兩根？【95(一)基測】 

(A) 
2

3
、

2

5
   (B) 

2

3
、

2

5
−    (C) 

2

3
− 、

2

5
  (D) 

2

3
− 、

2

5
−  

 

(  ) 20. 若 a 、b 為方程式 247)29( 2 =−x 的兩根，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95(一)

基測】 

(A) a 為 247的平方根          (B) ba+ 為 247的平方根 

(C) 29+a 為 247的平方根      (D) b−29 為 247的平方根 

 

(  ) 21. 已知方程式 0)2)(1
3

( =+− x
x

的兩根為 a、b，其中 ba  ，則下列哪一個選項

是正確的？【95(一)基測】 

(A) 63 −=a   (B) 62 =b   (C) 1=+ba   (D) 1−=−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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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 下列何者為一元二次方程式 )3)(1()1)(32( ++=++ xxxx 的解？【96(一)基

測】 

(A) 0=x 或 1−=x            (B) 1−=x 或 3−=x  

(C) 
2

3
−=x 或 1−=x         (D) 3−=x 或 x＝－

2

3
或 1−=x  

 

(  ) 23. 關於方程式 019849 2 =−− xx 的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97(一)基測】 

(A)無解 (B)有兩正根 (C)有兩負根 (D)有一正根及一負根 

 

(  ) 24. 若 、  為方程式
8

)2(

7

)5)(3( −
=

−+ xxxx
的兩根，且   ，則 =+  2 ？

【97(二)基測】 

(A) 5  (B) 10  (C) －6 (D) －8 

 

(  ) 25. 若 a 、b 為方程式 1)1(42 =+− xx 的兩根，且 ba  ，則 =
b

a
？【98(一)基測】 

(A) －5  (B)－4  (C) 1  (D) 3 

 

(  ) 26. 已知一元二次方程式 0162 =−+axx 的兩根均為整數， 0a 且a 為二位數，

求 a 的個位數字與十位數字相差為何？【98(二)基測】 

(A) 0  (B) 1  (C) 4  (D) 6 

 

(  ) 27. 若一元二次方程式 2)2()2)(1()1( =++++++ xbxxxxax 的兩根為 0、2，則

ba 43 + 之值為何？【100北北基】 

(A) 2  (B) 5  (C) 7  (D) 8 

 

(  ) 28. 若方程式 060)3( 2 =−− cx 的兩根均為正數，其中 c 為整數，則 c 的最小值為

何？【100(二)基測】 

(A) 1  (B) 8  (C) 16  (D) 61 

 

(  ) 29. 若一元二次方程式 0359922 =−− xx 的兩根為 a 、b ，且 ba  ，則 ba−2 之

值為何？【101基測】 

(A) －57  (B) 63  (C) 179  (D) 181 

 

(  ) 30. 若一元二次方程式 7)( 2 =−bxa 的兩根為 7
2

1

2

1
 ，其中 a 、b 為兩數，則

ba+ 之值為何？【102基測】 

(A) 
2

5
  (B) 

2

9
   (C) 3   (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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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 如圖，有 A型、B型、C型三種不同的紙板，其 A型：邊長為公分(為圓

周率)的正方形，共有 7 塊；B 型：長為公分，寬為 1 公分的長方形，共

有 17 塊；C 型：邊長為 1公分的正方形，共有 12 塊。從這 36 塊紙板中，

拿掉一塊紙板，使得剩下的紙板在不重疊的情況下，可以緊密的排出一個

大長方形，請問拿掉的是哪一種紙板？【91(二)基測】 

                                 
(A)A型ˉ(B)B型ˉ(C)C型ˉ(D)完全不用拿掉，就可排出一個大長方形 

 

(  ) 32. 已知 a、b 為方程式 680)1
5

2
( 2 =+x 的兩根，且 ba  ，利用下表，求 ba

5

2

5

2
−

之值最接近下列哪一數？【94(二)基測】 

                            

 

 
(A) 0  (B) 2  (C) 37  (D) 52 

 

(  ) 33. 若 b 為正數且方程式 02 =−− bxx 的兩根均為整數，則 b 可能為下列哪一

數？【96(二)基測】 

(A) 11532   (B) 11732    (C) 11752   (D) 1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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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解答 

 

7.1練習解答 

練習 7.1-3 

6=a  

練習 7.1-4 

(1) 0=x 或 7=x  (2) 5−=x 或 6=x  

(3) 1=x 或
3

2
−=x  (4) 3−=x (重根) 

練習 7.1-5 

3=a  

 

7.1習題解答  

7.1-1 (1) 36)52(2 =+xx  

(2) 35)32( =−xx  

(3) 10)2)(1( =−+ xx  

7.1-2 (1)等式成立 (2)等式成立 

7.1-3 6−=a  

7.1-4 (1) 0=x 或 3=x  

(2) 3=x 或 5−=x  

(3) 1−=x 或
5

1
−=x  

(4) 5=x (重根) 

7.1-5 1=a  

 

7.2練習解答 

練習 7.2-1 

(1) 0=x 或 5=x  (2) 4−=x 或 2−=x  

練習 7.2-2 

(1) 4−=x 或 5−=x  (2) 1=x 或 8−=x  

練習 7.2-3 

(1) 3=x 或 3−=x  (2) 1=x 或 2−=x  

練習 7.2-4 

(1) 2−=x (重根) (2) 5=x (重根) 

練習 7.2-5 

(1) 4=x 或 2=x  (2) 1=x 或 7−=x  

練習 7.2-6 

(1)
3

4
=x 或 2−=x  (2) 6=x 或 7−=x  

練習 7.2-7 

(1) 5=x (重根) (2) 5=x 或 1−=x  

練習 7.2-8 

(1) bx = (重根) (2)
a

x
1

−= 或
b

c
x −=  

練習 7.2-9 

4=x 或 3−=x  

 

7.2習題解答  

7.2-1 (1) 0=x 或 8−=x  (2) 0=x 或 3=x  

7.2-2 (1)
4

5
=x 或 6=x  (2) 5−=x 或 2=x  

7.2-3 (1) 5=x 或 5−=x  (2)
5

3
=x 或 1−=x  

7.2-4 (1) 4=x (重根) (2) 6−=x (重根) 

7.2-5 (1) 2−=x 或 3−=x  (2) 1=x 或 3−=x  

7.2-6 (1)
3

1
=x 或 4=x  (2) 5−=x 或 1=x  

7.2-7 (1) 3=x (重根) (2) 4=x 或 4−=x  

7.2-8 (1) ax = 或 bx −=  (2)
a

x
1

= (重根) 

7.2-9 6=x 或 4−=x   

 

7.3練習解答 

練習 7.3-1 

(1) 9=x  (2) 4=x  

(3) 73−=x  

練習 7.3-2 

(1)□ 1= ，
2)1( −x  (2)□ 49= ，

2)7( +x  

(3)□
4

25
= ，

2)
2

5
( −x  (4)□

49

4
= ，

2)
7

2
( −x  



7-84 

 

練習 7.3-3 

(1) 233=x  (2) 112=x  

(3)
2

171−
=x  (4)

2

575−
=x  

練習 7.3-4 

(1)
2

377 −
=x  (2)

2

233
=x  

(3)
10

897 −
=x  (4)

6

1059 
=x  

練習 7.3-5 

(1) 17=x 或 15−=x  (2) 18=x 或 12−=x  

(3) 17=x 或 13−=x  (4) 23=x 或 15−=x  

練習 7.3-6 

29 

練習 7.3-7 

19 

練習 7.3-8 

64=a 、 8=b  

練習 7.3-9 

8 

 

7.3習題解答  

7.3-1 (1) 5=x  (2) 1=x  

(3) 52 =x  

7.3-2 (1)□ 9= ，
2)3( +x   

(2)□ 16= ，
2)4( −x  

(3)□
4

9
= ，

2)
2

3
( +x  

 (4)□
25

1
= ，

2)
5

1
( −x  

7.3-3 (1) 335 =x  (2) 61−=x  

(3)
2

537 −
=x  (4)

2

51
=x  

7.3-4 (1)
2

135 −
=x  (2)

2

102 −
=x  

(3)
2

1
=x 或 3−=x  (4)

6

5715−
=x  

7.3-5 (1) 11=x 或 17=x   

(2) 13=x 或 15−=x  

(3) 17=x 或 19−=x  

(4) 25=x 或 15−=x  

7.3-6 40 

7.3-7 12−  

7.3-8 4=a 、 2=b  

7.3-9 3 

 

7.4練習解答 

練習 7.4.1-1 

(1)兩相異解 (2)重根 

(3)無解 (4)兩相異解 

練習 7.4.1-2 

(1)兩相異解 (2)無解 

(3)重根 (4)無解 

練習 7.4.1-3 

4

1
a  

練習 7.4.1-4 

8=b  

練習 7.4.2-1 

(1) 15=x 或 2−=x  (2) 15=x 或 4−=x  

(3) 24 =x  (4)
2

693−
=x  

練習 7.4.2-2 

(1)
4

3
−=x 或

2

5
=x  (2)

5

1
−=x 或 6=x  

(3) 2=x 或 4−=x  (4)
6

2411−
=x  

練習 7.4.2-3 

(1) 8=x (重根) (2) 1=x (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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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7.4.2-4 

(1) 322 −=x  (2)
2

291
=x  

 

7.4習題解答 

7.4-1 (1)兩相異解 (2)無解 

(3)重根 (4)重根 

7.4-2 (1)兩相異解 (2)重根 

(3)無解 (4)無解 

7.4-3 
16

9
−a  

7.4-4 6=b  

7.4-5 (1) 6=x 或 3−=x  (2) 15=x 或 4=x  

(3)
2

655−
=x  (4) 134 −=x  

7.4-6 (1)
3

2
−=x 或

2

1
−=x  

(2)
5

1
=x 或 2−=x  

(3) 3=x 或 4−=x   

(4)
3

1
=x 或

4

3
=x  

7.4-7 (1) 11−=x (重根) (2) 2=x (重根) 

7.4-8 (1)
2

51−
=x  (2)

2

297 −
=x  

 

7.5習題解答 

7.5-1 答： 

(1) 2=x  (2) 5=x  

(3) 4=x 或 3−=x  

7.5-2 答：底為 18公分 

7.5-3 答：長方形寬 3公分 

7.5-4 答：12單位 

7.5-5 答： 

(1) xx 42 − 平方公分 

(2) 32122 +− xx 平方公分 

(3) 328 −x 平方公分 

(4)10公分 

7.5-6 答：5公分 

7.5-7 答：100公分 

7.5-8 答：48顆 

7.5-9 答：51顆 

7.5-10 答：14人 

7.5-11 答： 4 、5、6或 6− 、 5− 、 4−  

7.5-12 答： 2=b 、 15−=c  

7.5-13 答：8或 30−  

 

 

第七章綜合習題 

1.答： 

(1) 8−=x (重根) 

(2) 3=x  

(3) 
4

1
=x 或 1=x  

(4) 
4

1
=x 或 5−=x  

(5) 
2

1
−=x 或

3

1
=x  

(6) 5−=x 或
2

3
=x  

(7) 
3

4
−=x 或 2−=x  

(8) 
5

7
−=x 或 3=x  

(9) 7=x 或 3−=x  

(10) 1−=x 或 2=x  

2.答： 

(1) 221−=x  

(2) 134 =x  

(3) 
4

3
1=x  

(4) 
3

19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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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答： 

(1) 
2

104 −
=x  

(2) 
5

192 
=x  

(3) 5−=x 或
2

1
=x  

(4) 
9

312 −
=x  

4.答： 4−  

5.答： 4−=k ，另一根 4=x  

6.答：
2

13
=m  

7.答： 9k  

8.答： 5  

9.答：14公分 

10.答：設原正方形邊長為 x ，則新長方形的兩

邊長分別為 x3 、 2−x  

新長方形的面積比原正方形多 20 

20)2(3 2 =−− xxx  

0)2)(5( =+− xx  

5=x 或 2−=x (負不合) 

正方形邊長為 5公分 

11.答：設十字形道路的寬為 x 公尺，扣除道路

寬度後草地面積為長 x−20 、寬 x−14

的長方形 

187)14)(20( =−− xx  

18734280 2 =+− xx  

0)31)(3( =−− xx  

3=x 或 31=x (超過原長方形的長，不

合) 

十字形道路的寬為 3公尺 

12.答：設正方形菜園的邊長為 x，四周鋪上寬 2

公尺的道路後成一邊長 4+x 的大正方

形。且菜園面積與道路面積相等 

道路面積=大正方形面積−菜園面積 

222 )4( xxx −+=  

01682 =−− xx  

244+=x 或 244−=x (負不合) 

菜園邊長為 244+ 公尺 

13.答：設補習班人數比 30少 x 人，所以學生有

x−30 人，且每位學生須繳交

x501000+ 元 

31200)30)(501000( =−+ xx  

024102 =+− xx  

0)6)(4( =−− xx  

4=x 或 6=x  

所以學生有 26430 =− 人 

或 24630 =− 人 

14.答：3  

15.答：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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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測與會考模擬試題解答 
1. 《答案》(C) 

詳解： 065391 2 =+− xx  → 0)37)(213( =−− xx ，
13

2
=x 或

7

3
=x  

 

2. 《答案》(A) 

詳解： 75)2(2 +=+ xxx  → 072 2 =−− xx 僅有一未知數 x 且為 2 次方，故為一元二次方程式；

734 =+ yx 有二未知數 x 、 y 且皆為 1次方，故為二元一次方程式 

 

3. 《答案》(D) 

詳解： (A) 0)2(3 =−x  → 2=x  

(B) 232 2 =− xx  → 0232 2 =−− xx  → 0)2)(12( =−+ xx  → 
2

1
−=x 或 2=x  

(C) 0)2)(2( =+− xx  → 2=x 或 2−=x  

(D) 022 =+− xx  → 判別式 07214)1(4 22 −=−−=− acb  → 無解 

 

4. 《答案》(C) 

詳解： a 、b 為 0)73( =+xx 的兩根且 ba  ，解方程式 0=x 或
3

7
−=x  → 0=a 、

3

7
−=b ，所以

3

7
0

3

7
−=−−=− ab  

 

5. 《答案》(B) 

詳解： 0561662 =−+ xx  → 561662 =+ xx  → 利用配方法可得 222 3561636 +=++ xx   

→ 5625)3( 2 =+x  → 由題目可得 753 =+x  → 753+−=x 或 753−−=x   

→ 72=x 或 78−=x  

 

6. 《答案》(D) 

詳解： 將 0562 =−− xx 化成 bax =+ 2)(  → 95962 +=+− xx  → 14)3( 2 =−x  → 14=b  

 

7. 《答案》(A) 

詳解： 用配方法將 1122 2 ++−= xxy 化成 khxy ++−= 2)(2  → 118)96(2 2 +++−−= xxy  

19)3(2 2 +−−= xy  → 3−=h 、 19=k  → 16193 =+−=+ kh  

 

8. 《答案》(B) 

詳解： a 為 100)17( 2 =−x 的一根、b 為 17)4( 2 =−y 的一根，且 a 、b 都是正數 

解方程式 100)17( 2 =−x  → 1017 =x  ( 5174  ， 01017 − ) → 1017 +=a  

解方程式 17)4( 2 =−y  → 174=y  ( 5174  ， 0174 − ) → 174 +=b  

6)174(1017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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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答案》(A) 

詳解： 解方程式 95)2(88 2 =−x  → 
88

95
2 =x  ( 2

88

95
1  ) 

→ 1
88

95
2 −=x 或 3

88

95
2 +=x  

 

10. 《答案》(A) 

詳解： 用配方法將 642 2 ++−= xxy 化成 khxay ++= 2)(  → 62)12(2 2 +++−−= xxy  

8)1(2 2 +−−= xy  → 2−=a 、 1−=h 、 8=k  → 58)1(2 =+−+−=++ kha  

 

11. 《答案》(D) 

詳解： 竹筷長為 x 公分，長方形紙長度為 12 −x 、寬度為 2+x ，面積為 3000平方公分 

面積=長寬， 3000)2()12( =+− xx  → 0300232 2 =−+ xx  

 

12. 《答案》(C) 

詳解： 解方程式 )1)(23()1)(52( +−=++ xxxx  → 23572 22 −+=++ xxxx  → 0762 =−− xx  

0)1)(7( =+− xx  → 7=x 或 1−=x  → 根為一正數、一負數 

 

13. 《答案》(D) 

詳解： 依題意將年齡先減 5，再平方，最後加上 25，所出現的數字為幸運數字 

阿珠年齡 a  → 8925)5( 2 =+−a  → 64)5( 2 =−a  → 85 =−a  → 13=a 或 3−=a (年齡

不為負) 

阿花年齡b  → 14625)5( 2 =+−b  → 121)5( 2 =−b  → 115 =−b  → 16=a 或 6−=a (年

齡不為負) 

291613 =+=+ba 會落在 3027 + ba  

 

14. 《答案》(B) 

詳解： 以配方法解 02 2 =+− abxx ，可得
2

15

2

3
=−x  → 兩邊同時平方

4

15
)

2

3
( 2 =−x  

4

15

4

9
32 =+− xx  →同乘 2，

2

15

2

9
62 2 =+− xx  → 0362 2 =−− xx  → 3−=a  

 

15. 《答案》(C) 

詳解： (A)解 102 =x 得 10=x  

(B)由畢氏定理知，繪出直角三角形，其斜邊即可得 10 的長度(例：兩股為 1、3的直角三

角形，其斜邊長即為 10 ) 

(C) 10 為最簡根式不可化簡， 2052 = ， 5210 = 是不正確的 

(D) 41610 =  

 

16. 《答案》(D) 

詳解： a、b 為 032322 =−− xx 的兩根且 ba  ，解方程式 0)17)(19( =+− xx ， 19=x 或 17−=x  → 

19=a 、 17−=b ，所以 21)17(1922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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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答案》(B) 

詳解： 利用配方法 3)(4)1(44)12(484 2222 ++=−++=−+++=++ cxbaxaxxaxx  

4=b 、 1=c 、 34 =−a  → 7=a  → 12147 =++=++ cba  

 

18. 《答案》(B) 

詳解： 062 =+− bxx 可配方成 7)( 2 =− ax  → 072 22 =−+− aaxx  → 62 =a  → 3=a 、 

272 =−= ab  

2262 =+− xx  → 9962 =+− xx  → 9)3( 2 =−x  

 

19. 《答案》(A) 

詳解： 0)32)(52(15164 2 =−−=+− xxxx  → 
2

5
=x 或

2

3
=x  

 

20. 《答案》(D) 

詳解： a 、b 為 247)29( 2 =−x 的兩根 → 29−a 、 29−b 為 247的平方根 

247)29( 2 =− x  → a−29 、 b−29 為 247的平方根 

 

21. 《答案》(C) 

詳解： 方程式 0)2)(1
3

( =+− x
x

的兩根為 a 、b ，其中 ba   → 3=a 、 2−=b  

(A) 693 −=a   (B) 642 −=b   (C) 1)2(3 =−+=+ba   (D) 15)2(3 −=−−=−ba  

 

22. 《答案》(A) 

詳解： 解方程式 )3)(1()1)(32( ++=++ xxxx  → 0)]3()32)[(1( =+−++ xxx  → 0)1( =+xx   

→ 0=x 或 1−=x  

 

23. 《答案》(D) 

詳解： 解方程式 019849 2 =−− xx  → 先化簡為 0
49

1
22 =−− xx  → 

49

1
1122 +=+− xx  

49

50
)1( 2 =−x  → 

7

25
1=x (得知有一正根及一負根) 

 

24. 《答案》(D) 

詳解： 方程式
8

)2(

7

)5)(3( −
=

−+ xxxx
有 、 兩根，且   ，解此方程式 

)2(7)5)(3(8 −=−+ xxxx  → xxxx 147120168 22 −=−−  → 012022 =−− xx  → 

0)10)(12( =+− xx  → ==12x 或 =−= 10x  → 8)10(2122 −=−+=+   

 

25. 《答案》(A) 

詳解： 方程式 1)1(42 =+− xx 的兩根為 a 、b ，且 ba   → 解此方程式 01)4(42 =−−+− xx   

→ 0542 =−− xx  → 0)1)(5( =+− xx  → ax == 5 或 bx =−= 1  → 5
1

5
−=

−
=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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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答案》(C) 

詳解： 0162 =−+ axx 的兩根均為整數，依此有以下分解方式 

)16)(1(162 −+=−+ xxaxx 、 )16)(1( +− xx 、 )8)(2( −+ xx 、 )8)(2( +− xx 、 )4)(4( −+ xx  

所以 a 可能為-15、15、-6、6、0，又依題意 0a 且為二位數，僅有 15 符合，故其個位數

字與十位數字的差為 415 =−  

 

27. 《答案》(B) 

詳解： 2)2()2)(1()1( =++++++ xbxxxxax 的兩根為 0、2，將兩根代入即可得 a 、b 的關係式 

2=x 代入 → 28126 =++ ba  → 1086 −=+ ba  → 543 −=+ ba  → 543 =+ ba  

 

28. 《答案》(B) 

詳解： 方程式 060)3( 2 =−− cx 的兩根均為正數，解此方程式得
3

60
=

c
x ( 0x ) 

0
3

60


c
 → 60c 且 c 為整數 ( 86460497 == )，所以 c 的最小值為 8 

 

29. 《答案》(D) 

詳解： 方程式 0359922 =−− xx 的兩根為 a 、 b ，且 ba   → 解此方程式 0)59)(61( =+− xx  → 

ax == 61 或 bx =−= 59  → 181)59(6122 =−−=−ba  

 

30. 《答案》(B) 

詳解： 7)( 2 =− bxa 的兩根為 7
2

1

2

1
=x  → 712 =x  → 7)12( 2 =−x  → 7)

2

1
(4 2 =−x  

4=a 、
2

1
=b  → 

2

9
=+ ba  

 

31. 《答案》(A) 

詳解： A 型 7 塊，面積為 2 ；B 型 17 塊，面積為；C 型 12 塊，面積為 1。合併後總面積為

12177 2 ++  ，若面積可因式分解成兩式相乘，即代表可排成長方形(兩式分別為長與寬)。

試取掉各型紙板： 

拿掉一塊 A後的面積 → )43)(32(12176 2 ++=++   (可分解，表示可排成長、寬分別

為 43 + 、 32 + 的長方形) 

拿掉一塊 B後的面積→ 12167 2 ++  ，無法再分解 

拿掉一塊 C後的面積→ 11177 2 ++  ，無法再分解 

沒拿掉任何一塊的面積→ 12177 2 ++  ，無法再分解 

所以拿掉一塊 A型紙板後可排成一個大長方形 

 

32. 《答案》(D) 

詳解： 方程式 680)1
5

2
( 2 =+x 的兩根為 a 、b ，且 ba   → 解此方程式 6801

5

2
−=x  → 

6801
5

2
+−=a 、 6801

5

2
−−=b  → 6802)6801(6801

5

2

5

2
=−−−+−=− ba  

由表知 077.26680 = ， 154.526802 = ，最接近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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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答案》(B) 

詳解： 02 =−− bxx 的兩根均為整數，b 需可分解為相差 1的兩數乘積 

(A) 11532  ，無法分解為相差 1的兩數乘積 

(B) 11732  ，僅此數可分解為 2221  

(C) 11752  ，無法分解為相差 1的兩數乘積 

(D) 11753  ，無法分解為相差 1的兩數乘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