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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不难将结论 1 推广到 n 元不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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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高考已经落下帷幕，其中不乏好题值得

我们去研讨，全国Ⅰ卷理科数学压轴题就是其中比
较有味道的一道，本文得到与之相关的一个双边不
等式． 

试题 （2018 年高考全国Ⅰ卷·理 21）已知函

数 1( ) lnf x x a x
x

= − + ． 

（1）讨论 ( )f x 的单调性； 
（2）若 ( )f x 存在两个极值点 1 2x x，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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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由（1）得 ( )f x 存在两个极值点当且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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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福建省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数学解题
教学研究》（课题立项批准号：FJJKXB17-450）的研究成果） 

 
 

关于等差等比数列的组合数列前n项和 
 

罗  彪    贵州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550001） 
 

1 研究背景 
高中学生在学习了人教版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

准实验教科书必修 5 第二章数列的内容后，初步掌
握了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前 n 项和公式 nS ．学生已
经熟知了倒序相加法、递推公式法、错位相减法等
求数列前 n 项和 nS 的方法．基于学生已有的学习经
验，大多数学生能单独地进行等差、等比数列的题
目解答，但对于由等差数列与等比数列组合成的混
合数列（差比数列）的解答尤为困难．缺乏对教材
内容的深入理解，联系和发现问题的能力较差．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只注重结果而忽视了过程．即只
注重公式的记忆，而忽视推导过程． 

本文旨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数学运算
能力，基于此，以下介绍由常见的等差等比数列组
合成新数列的{ }na 的前 n项和 nS 推导，供读者参考． 

题源 （人教版必修 5 P61 页习题 A 组 4）求和： 
（1） 2( 1) ( 2) ( )na a a n− + − + ⋅⋅⋅ + − ； 
（2） 1 2(2 3 5 ) (4 3 5 ) (2 3 5 )nn− − −− × + − × + ⋅⋅⋅ + − × ； 
（3） 2 11 2 3 nx x nx −+ + + ⋅⋅⋅ + ． 
分析 基于这道题目（1）（2），计算相对容易，

大多数学生基本都能把它们拆分成等比数列与等差
数列的和差形式，但题目（3）相对较难，多数学生
无从下手．其原因是在学习等比数列的前 n项和公式
中忽视推导过程，只是停留在公式的记忆．缺乏如
等比等差数列再创造，构建诸如等差等比数列的新
模型． 

这里基于高中学生已有的等差等比数列，学习
的最近发展区是构建差比积（商）数列，再提出差
比型数列．其学习知识的过程是：等差数列等比数
列→差比积（商）数列→差比型数列．

 解析 （1）原式 2( ) (1 2 )na a a n=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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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拓展定义 
定义 1 若由一个等差数列{ }na 和一个等比数列 

{ }nb ，每一项是 n n nc a b= ⋅ ，组合成一个新数列{ }nc ，
称新数列为差比积数列，其前 n项和记为 nT ． 

定义 2 若由一个等差数列{ }na 和一个等比数列

{ }nb ，每一项都是 n
n

n

a
k

b
= ，组合成一个新数列{ }nk ，

称新数列为差比商数列，其前 n项和记为 nK ． 
3 对应公式 
3.1 拓展公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