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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中函数奇偶性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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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函数奇偶性是函数的一种重要的性质，近年来，它已经成为高考中的必考知识点。利用函数

的这一特殊性质，可以将“数”和“形”进行串联，可以使函数问题化繁为简，这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思

维能力，还能提升他们的数学核心素养。文章梳理了近些年各地的高考模拟题，以说明函数奇偶性在高中

阶段的诸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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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function parity i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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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nction parity is an important property of function.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come a 
compulsory knowledge point i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Using this special property of function, "number" 
and "shape" can be connected in series, which can simplify the function problem, which can not only exercise 
students' thinking ability, but also improve their mathematical core literacy.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simulation 
questions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recent years to illustrate the many applications of functional parity in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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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奇偶性是解决函数问题的重要方法，其内容虽不繁琐，但是熟练巧妙地运用这一性质可以轻松地

解决很多题目。常见的应用形式主要有比较函数值的大小、解不等式问题、求参数的取值范围、求解最值

问题。本文就从这几个角度出发，探究函数奇偶性的妙用。 
1 比较函数值的大小 
例 1：（南通市 2022 届高三第四次模拟考试，5）已知函数f(x)的导函数f ′(x) = x3，a = f（ log2

1
3
）， 

b = f（2−
3
4）， c = f（−2

4
3），则 

A．𝑏 < 𝑎 < 𝑐       B. 𝑏 < 𝑐 < 𝑎         C. 𝑎 < 𝑏 < 𝑐        D. 𝑎 < 𝑐 < 𝑏 

解：由于函数f(x)的导函数为f ′(x) = x3，则原函数f(x) = 1
4

x4 + c。可知f（x）为偶函数，并且在

（0， + ∞）上单调递增，在（−∞，0）上单调递减。因此，原问题可转化为比较log2
1
3
、2−

3
4、−2

4
3三者的

大小。log2
1
3

= − log2 3 ∈ �−2，− 1�，2−
3
4 ∈（2−1，20），即2−

3
4 ∈（

1
2
，1），−2

4
3 ∈（− 3，− 2）。 

又 f(x) 为 偶 函 数 ， 有 f �−2
4
3� = f（2

4
3） ， f �log2

1
3
� = f �− log2

1
3
� = f(log2 3) ， 且 2

4
3 ∈ �2，3� ， 

log2 3 ∈ �1，2�。 

综上，得f（2
4
3） >  𝑓（ log2

1
3
） > 𝑓（2−

3
4），即c > 𝑎 > 𝑏，选 A。 

评注：对于此类问题，由于所给数据较为复杂，很难通过算出具体的数值来比较𝑎、𝑏、𝑐的大小，因此，

可以利用函数的两大性质——奇偶性和单调性进行研究。在本题中，通过导函数可以确定原函数，原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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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偶函数且在区间（0， + ∞）上为增函数。由此，该问题就转化为比较不同𝑥值时𝑓(𝑥)的大小，在比较

时可以借助直角坐标系，数形结合，更加清晰明了地得到结果。在本题中，主要的突破口在于发现原函数

的奇偶性，同时，也应注意对数、指数的运算，学生可能会在这里产生错误，要加以重视和引导。 
例 2：（淮安市 2022 届高三四次模拟考试，8）已知偶函数𝑓(𝑥)的定义域为𝑅，导函数为𝑓′(𝑥)，若对任

意𝑥 ∈ [0 �，�+∞)，都有2𝑓(𝑥) + 𝑥𝑓′(𝑥) > 0恒成立，则下列结论正确的是 

      A.f(0) < 0                           B. 9f(−3) < 𝑓（1） 

   C. 4f(2) > 𝑓(−1)                      D. f(1) < 𝑓（2） 

解：由于2𝑓(𝑥) + 𝑥𝑓′(𝑥) > 0恒成立，构造函数𝑔(𝑥) = 𝑥2𝑓(𝑥)，对𝑔(𝑥)求导，得𝑔′(𝑥) = 2𝑥𝑓(𝑥) +
𝑥2𝑓′(𝑥)。由𝑔(−𝑥) = (−𝑥)2𝑓(−𝑥) = 𝑔(𝑥)，可知𝑔(𝑥)为偶函数。 

当𝑥 > 0，𝑔′(𝑥) = 𝑥[2𝑓(𝑥) + 𝑥𝑓′(𝑥)] > 0；当𝑥 < 0，𝑔′(𝑥) = 𝑥[2𝑓(𝑥) + 𝑥𝑓′(𝑥)] < 0。 
对于选项 A，有2f(0) + 0 × f ′(0) = 2f(0) > 0，因此选项 A 是错误的。 
对于选项 B，由于g(−3) = 9f(−3)，  g(1) = f（1），  g(x)为偶函数且g(x)在[0 �，�+∞)上递增，

g(−3) > 𝑔（1），因此9f(−3) > 𝑓（1）， 因此选项 B 是错误的。 
对于选项 C，由于g(2) = 4f(2)，  g(−1) = f（− 1），  g(x)为偶函数且g(x)在[0 �，�+∞)上递增，

g(2) > 𝑔（− 1），因此4f(2) > f（− 1）， 因此选项 C 是正确的。 
对于选项 D，由于𝑓(𝑥)为偶函数，则𝑓(1) = 𝑓（− 1），则有4𝑓(2) > 𝑓（1），至此，无法比较𝑓(2)和𝑓(1)

的大小，因此选项 D 是错误的。 
评注：本题根据题中的恒等不等式构造函数𝑔(𝑥)，分析出𝑔(𝑥)为偶函数，及其单调性，并且利用这两

点性质研究选项 A，B，C，D 的正误。解决本题的关键在于能根据不等式构造出函数𝑔(𝑥)，然后利用𝑔(𝑥)奇
偶性和单调性对每一个选项进行检验。如何构造出函数𝑔(𝑥)对于同学们来说可能会有难度，这需要静心观

察不等式的构成，并在平时的学习中不断积累。需要注意的是，函数的奇偶性对于单调性的研究具有事半

功倍的效果。因此，在研究函数问题时，应该有意识地去分析函数的诸多性质，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启

发做题者的思路。 
2 解不等式问题 
例 3：（苏州市 2022 届高三模拟，7）已知函数f（x）是定义在R上的奇函数，f(2) = 0，当x > 0时，

有xf ′(x)− f（x） > 0成立，则不等式xf（x） > 0的解集是                          

     A. （−∞，− 2） ∪（2， + ∞）                    B. （− 2，0） ∪（2， + ∞） 

          C. （−∞，− 2） ∪（0， 2）                       D. （2， + ∞） 

解：由于xf ′(x)− f（x） > 0成立，设g(x) = f（x）
x

，g′(x) = xf′(x)−f（x）
x2

> 0，即x > 0时g(x)是增函数。

又 f(2) = 0，  g(2) = f（2）
2

= 0。当x > 2时，g(x) > g(2) = 0，此时， f(x) > 0；当0 < 𝑥 < 2时，

g(x) < g(2) = 0，此时，f(x) < 0。 
又f（x）为R上的奇函数，当−2 < 𝑥 < 0时，f(x) = −f(−x) > 0；当x < −2时，f(x) = −f(−x) < 0。则

不等式xf（x） > 0等价于� x > 0
f(x) > 0

� 或 � x < 0
f(x) < 0

� ，可得解集为x > 2或x < −2，即（−∞，− 2） ∪（2， +

∞）。选 A。 
评注：本题利用构造函数和函数的奇偶性解决问题。根据题中所给不等式，可以构造函数𝑔(𝑥) = 𝑓（𝑥）

𝑥
，

对𝑔(𝑥)进行分析，并根据𝑓（x）为𝑅上的奇函数，可知𝑓(𝑥)的正负情况。 再经过简单运算分析，可得最后

的答案。此题难度不大，关键是要构造出函数𝑔(𝑥)，然后利用奇偶性和单调性这一工具进行解题，这解题

过程中，需注意思路的清晰，有必要的话可以画图辅助思考。 

例 4：（苏州市张家港 2023 届高三上学期 12 月阶段性调研测试统考，13）已知函数𝑓(𝑥) = 𝑒𝑥 + 𝑎𝑒−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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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函数，则不等式𝑓′(𝑚− 2) + 𝑓′(4−𝑚2) < 0的解集为      。 
解：由于f(x) = ex + ae−x为偶函数，则有f(−x) = f(x)，得a = 1， 
函数f(x) = ex + e−x。 f ′(x) = ex − e−x为奇函数，并且在R上单调递增。 
由题知f ′(m− 2) + f ′(4− m2) < 0，则f ′(m− 2) < −f ′(4−m2)， 
即f ′(m− 2) < f ′(m2 − 4)。由于f ′(x)在R上单调递增，则m − 2 < m2 − 4 
解得m > 2或m < −1，解集为（−∞，− 1） ∪（2， + ∞）。 
评注：本题利用偶函数性质——f(−x) = f(x)，通过选取特殊值，得到a的值为 1。所要研究的不等式中

涉及到了导函数f ′（x），因此需要分析f ′（x）的性质，可知导函数f ′（x）既为奇函数又在R上单调递增，

根据这两点性质便可求出不等式的解集。在面对此类问题时，需仔细观察不等式的“形式”，寻找突破口。 
3 求参数的取值范围 
例 5：（南通市 2022 届高三适应性考试，7）已知函数f(x) = ln 2+x

2−x
+ 1，若关于x的不等式f(kex) +

f �− 1
2

x� > 2对任意x ∈（0，2）恒成立，则实数k的取值范围     

A．� 1
2e
， + ∞�          B．� 1

2e
，

2
e2
�           C．� 1

2e
， � 2

e2
��             D．� 2

e2
，�1] � 

解：令g(x) = ln 2+x
2−x

，g(−x) = ln 2−x
2+x

= − ln 2+x
2−x

= −g(x)，可知g(x)为奇函数。 

由于函数g(x) = ln 2+x
2−x

有意义， 2+x
2−x

> 0，则−2 < 𝑥 < 2，即g(x)的定义域为（− 2，2）。 

y = 2+x
2−x

= x−2+4
2−x

= −1 + −4
x−2

在（− 2，2）上单调递增，所以g(x)是定义在（− 2，2）上的增函数，且

为奇函数。 f(kex) + f �− 1
2

x� > 2，所以g(kex) + g �− 1
2

x� > 0， 

g(kex) > −𝑔�−1
2

x�，即g(kex) > 𝑔 �1
2

x�。 由于g(x)为定义在（− 2，2）上的奇函数， 

则有�
0 < kex < 2

kex > 1
2

x
�，得�

0 < k < 2
e2

k > x
2ex

�，令h(x) = x
2ex

，h′(x) = 1−x
2ex

= 0，得x = 1。 

因此h(x)在�0，1�上单调递增，在�1， + ∞�上单调递减，所以h(x)max = h(1) = 1
2e
，  

则k > 1
2e
。 综上：

1
2e

< 𝑘 < 2
e2
。 

评注：本题首先针对函数f(x)中的非常数部分g(x)进行研究，发现其为定义在（− 2，2）上的奇函数，

并且单调递增。不等式f(kex) + f �− 1
2

x� > 2便可以转化为g(kex) > 𝑔 �1
2

x�，再根据g(x)的性质，可得到本题

的答案。本题在题干中没有明确提示利用奇偶函数解决问题，需要通过观察，将g(x)分离出来研究，这是本

题的一个突破口。因此，在解决问题时，需要从整体和部分两个角度来看待问题，要学会将函数“分离”，

将问题进行转化。 

例 6：（南京市 2022 届高三第三次模拟，8）已知函数f(x) = �
x2，x ≥ 0
−x2，x < 0

�，若对于任意的x ≥ 1，都有

f(x + 2m) + mf(x) > 0，则实数m的取值范围是 

A．�−1， + ∞�          B．�− 1
4
， + ∞�           C．�0， + ∞）�             D．（− 1

2
，1） 

解：通过画图观察可知，f(x)为奇函数且在R上单调递增，又对于任意的x ≥ 1， 
都有f(x + 2m) + mf(x) > 0，则f(x + 2m) > −mf(x)。 

当m < 0时，−mf(x) = �
−mx2，x ≥ 0
mx2，x < 0

�，则−mf(x) = �
（√−mx）

2

（√−mx）
2
�，即−mf(x) = f（√−mx） 

得f(x + 2m) > 𝑓（√−mx），所以x + 2m > √−mx在x ≥ 1时恒成立，化简可得x�1− √−m� > −2𝑚， 

有� 1 − √−m > 0
1 − √−m > −2𝑚

�，解得−1
4

< 𝑚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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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m ≥ 0时，−mf(x) = �
−mx2，x ≥ 0
mx2，x < 0

�，则−mf(x) = �
−（√mx）

2
，x ≥ 0

（√mx）
2
，x < 0

�， 

即−mf(x) = −f�√mx� = f�−√mx�，所以f(x + 2m) > 𝑓（− √mx），则x + 2m > −√mx恒成立， 
即𝑚 ≥ 0恒成立。 
综上所述，𝑚的取值范围为−1

4
< 𝑚，选 B。 

评注：经过分析可知，本题中的函数f(x)为奇函数并在R上单调递增，然后通过对m的取值进行分类讨

论和对不等式f(x + 2m) + mf(x) > 0变形解决该问题。在本题中函数奇偶性这个性质只要起着辅助解题的作

用，当研究m ≥ 0时，需要利用该性质，将−mf（x）化为f（− √mx），这样才能顺利地完成解题。因此，

在一道题中，奇偶性有时起着主导作用，有时起着辅助作用，但无论何时，都应当牢牢地把握已经分析出

来的信息，这样才能顺畅流利地进行解题。 
例 7：（苏州市张家港 2023 届高三上学期期末数学综合练习，8）已知偶函数𝑓（𝑥）满足𝑓(4 + 𝑥) =

𝑓（4 − 𝑥），且当𝑥 ∈（0， �4]时，𝑓(𝑥) = ln（2𝑥）
𝑥

，关于𝑥的不等式𝑓2(𝑥) + 𝑎𝑓(𝑥) > 0在�−200，200�上有且

只有 200 个整数解，则实数𝑎的取值范围是 

A.�− 1
3
� ln 6，�ln 2]       B. (− ln 2 �， �− 1

3
ln 6�       C.(− ln 2 �， �− 1

3
ln 6�       D. �− 1

3
� ln 6， �ln 2) 

解：当0 < 𝑥 ≤ 4时，f ′(x) = 1−ln2x
x2

，令f ′(x) = 0，可得 x = e
2
，所以 f(x)在�0， e

2
�上单调递增，在�e

2
，4�上单

调递减。又因为f(x)是偶函数，得f(x + 4) = f(4− x) = f（x− 4），得f(x)的周期为 8。 
作出𝑓(𝑥)在一个周期内的函数图像如图所示： 

 

图 1 𝑓(𝑥)在一个周期内的函数图像 

由于𝑓(𝑥)是偶函数，且不等式𝑓2(𝑥) + 𝑎𝑓(𝑥) > 0在�−200，200�上有且只有 200 个整数解，所以不等式

在（0，200）内有 100 个整数解。因为𝑓(𝑥)在（0，200）内有 25 个周期，所以𝑓(𝑥)在一个周期（0，8）内

有 4 个整数解。下面对𝑎的取值进行分类讨论： 
（1）若𝑎 > 0，由𝑓2(𝑥) + 𝑎𝑓(𝑥) > 0，可得 𝑓(𝑥) > 0或𝑓(𝑥) < −𝑎，显然𝑓(𝑥) > 0在一个周期（0，8）有

7 个整数解，不符合题意； 
（2）若𝑎 < 0，由𝑓2(𝑥) + 𝑎𝑓(𝑥) > 0，可得𝑓(𝑥) < 0或𝑓(𝑥) > −𝑎，显然𝑓(𝑥) < 0在区间（0，8）上无

解，所以𝑓(𝑥) > −𝑎在区间（0，8）上有4个整数解，由于𝑓(𝑥)在（0，8）上关于直线𝑥 = 4对称，所以𝑓(𝑥)在
（0，4）上有 2 个整数解。因为𝑓(1) = 𝑙𝑛2，𝑓(2) = 𝑙𝑛4

2
= 𝑙𝑛2，𝑓(3) = 𝑙𝑛6

3
，所以𝑓(𝑥) > −𝑎在（0，4）上

的整数解为𝑥 = 1，𝑥 = 2。所以𝑎的取值范围为
𝑙𝑛6
3
≤ −𝑎 < 𝑙𝑛2，即−𝑙𝑛2 < 𝑎 ≤ − 𝑙𝑛6

3
，选 C。 

评注：奇偶函数的图像均具有对称性，奇函数的图像关于原点对称，而偶函数的图像关于𝑦轴对称。本

题就是利用这种对称性来解决问题，经过对函数进行研究分析，可知𝑓(𝑥)是周期为 8 的偶函数，因此可以

将问题化繁为简，将区间�−200，200�转化为区间（0，8）进行研究，并结合函数图像判断𝑎的取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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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求解最值 
例 8：（河南省 2022 届三市联考，7）若函数𝑓（𝑥） = 3𝑥

2+𝑥+3
𝑥2+1

 的最大值为𝑎，最小值为𝑏，则𝑎 + 𝑏 =   

A．4                  B.6                   C.7                   D.8 

解：先将f（x）变形：f（x） = 3x
2+x+3
x2+1

= 3(x2+1)+x
x2+1

= 3 + x
x2+1

 ， 
令g(x) = x

x2+1
 ， 则g(−x) = −x

x2+1
= −g(x) ，可知g(x)为奇函数。 

由奇函数的对称性可知，g(x)关于原点对称，再令g(x)max = g（x0）， 
因此有g(x)max + g(x)min =  g(x0) + g(−x0) = g(x0)− g(x0) = 0。 
所以a + b = g(x)max + 3 + g(x)min + 3 = 6。 
答案选 B。 
评注：本题可以使用判别式法和函数奇偶性两种方法进行求解，但对于具有对称性的函数，可以借助

其函数图像，数形结合，巧妙地求出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和。在题目中，没有给出 x 的具体范围，学生不容

易想到利用函数奇偶性进行求解，需对f（x）进行化简，才能观察到此特征。得知函数f（x）中部分为奇函

数，利用奇函数最大值与最小值互为相反数，可以得出结果[3-5]。 
5 总结 
函数奇偶性已成为高考中的必考知识点之一，大多出现在选择题和填空题中，其应用形式多样，经常

结合函数单调性、函数图像、构造函数等知识点进行考察。本文列举了四种最常见的题型，总结了一些解

题的思路，希望在这函数奇偶性方面对读者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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