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函数解析式的方法探究
■马向荣

  在高中数学中,函数问题的正向思维是

题目给出函数解析式,要求考生判断函数的

定义域、值域、极值等,还有一种函数问题类

型则是给出一定的限定条件要求逆向求出函

数解析式,那么此时就需要利用以下方法进

行思考了。

一、利用待定系数法求解析式

待定系数法是求函数解析式常用的方法之

一,适用于已知或能确定函数的解析式的构成

形式,如一次函数、二次函数、反比例函数、函数

图像等,求函数解析式。其解法是根据条件写

出它的一般表达式,然后由已知条件,主要通过

系数的比较,列出等式,确定待定系数。

例1 已知函数f(x)=alnx+x2+bx

+1在点(1,f(1))处的切线方程为4x-y-

12=0,则函数f(x)= 。

解析:因为f'(x)=
a
x+2x+b

,则由题

意 f' (1)= 4,f (1)= - 8,则

f(1)=b+2=-8,

f'(1)=a+b+2=4,{ 解 得
a=12,

b=-10,{ 所 以

f(x)=12lnx+x2-10x+1。

二、利用换元法(或配凑法)求解析式

已知复合函数f[g(x)]的表达式,要求

f(x)的解析式时,可考虑令g(x)=t,反解

出x=h(t),将其代入f[g(x)]的表达式中,

再用x 替换t便可得到函数f(x)的表达式;

已知复合函数f[g(x)]的表达式,要求f(x)

的解析式时,若f[g(x)]的表达式右边易配

成g(x)的运算形式,则可用配凑法,使用配

凑法时要注意定义域的变化。

例 2 若 f x-
1
x( ) =x2 +

1
x2,则

f(x)= 。

解析:因 为 f x-
1
x( ) =x2 +

1
x2 =

x-
1
x( )

2

+2,所以f(x)=x2+2。

三、利用函数性质求解析式

已知函数的某些性质(奇偶性、周期性、

对称性等),可利用这些性质求解。常常涉及

两个转换过程:(1)自变量的转换,即将所求

解析式的定义域范围转移到已知函数的定义

域内;(2)函数名称的转换,如将f(-x)转换

为f(x)、f(x+m)(m 为常数)转化为f(x)

等。

例3 函数y=f(x)是 R上的奇函数,

满足f(3+x)=f(3-x),当x∈(0,3)时,

f(x)=2x,则当x∈(-6,-3)时,f(x)=
。

解析:因为f(3+x)=f(3-x),所以函

数f(x)的图像关于直线 x=3对 称,即

f(x)=f(6-x)成立。又f(x)为奇函数,

所以f(x)=-f(-x)=-f(6+x)。设x

∈ -6,-3( ),则x+6∈ 0,3( ),则f(x+6)

=2x+6,所以f(x)=-f(6+x)=-2x+6,即

当x∈ -6,-3( ) 时,f(x)=-2x+6。

四、根据图像确定解析式

根据给出函数的图像确定函数的解析

式,主要有两种题型:(1)根据函数图像求函

数的解析式,解答时常常根据图像特征及图

像上的特殊点,求出具体的相关的量的值;

(2)根据函数图像,同时给出了多个函数解析

式,从中进行选择,解答时通常结合函数的性

质,结合排除法进行解决。

例4 函数f(x)的部分图像如图1所

 图1

示,则f(x)的解析式可

以是(  )。

A.f(x)=x+sinx

B.f(x)=
cosx
x

C.f(x)=xcosx

D.f(x)=x x-
π
2( ) x-

3π
2( )

解析:根据已知条件可知,函数f(x)为

奇函数,所以应排除D。函数的图像过原点,

所以应排除B。图像过 π
2
,0( ),所以排除A。

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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