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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 AB的平行线 CD上任取一点 P，如图 6所示 ，()P= 

0 十Y D ，则系数和 +Y等于一个常数 ，证明如下 ：在直 

线 CD上任取一点 P ，线段 OP，OP 交直线 AB于 Q，Q ，由 

平行线分线段成比 刖 知 = -A， = A 

=A OA + 0由，其 中 +卢=1，所 以系数 和 +Y=A + 

邶 =A(OL+ )=A；同理 可得0 =OQ =As 0A+A￡0曰，其 

中 s+t=1，所以系数和 Y= As+At=A；证毕． 

像这样平行于 AB的直线有无 数条 ，笔者把 这样 的直线 

叫做 “等势线”，由上 面证 明知“等势线 ”上任 意一 点 P，0户 
=  OA Y OB ， ，Y∈R，系数 和 +)，为定值．且点 0与 “等 

势线 ”位：f直线 B两侧 时 ，系数 和大 于 l，两 者距 离越 远 ， 

系数和越 赶；当“等势线 ”位 于直线 AB上时 ，系数和 Y= 

1；当点 0 “等势线”位于直线 AB同侧时，要分三三种情况 

进行讨论 ： 
l l 

)“等势线”位于 点 0与 直线 A占之 间时 ， ：A∈ 

一  。  一  一  
l I 

(0，1)，贝1由0P= A OQ=A OA+A卢0B，其 中 +卢=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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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数和 +y=A∈(0，1)． 

②“等势线”位于点 0，系数和 Y=0． 

③点 0位于“等势线”与直线 AB之间，如图 7，系数之 

和 +Y=A<0(A为定值)． 

若将上述结论用于例题 1，延长 AE交过点 c的“等势 

线 ”于点 G，则 e= 4 +Y A ，由于 C与 E共线 ，所 以 Y= 

0，Ca"等 ~11,EF／／CG,删 = =÷， 
因此 ：÷ ，最后A+ ： +y=÷． 

例题 2也可用“等势线”性质求解，系数和取得最大值 

时“等势线 ”恰 为半 圆的切 线 ，由对 性 易得 C为AB的 中 

点 ，连接 AC，BC得 四边形 OACB为平 行 四边形．所 以此时 

DC=oA+D由，系数和 +Y=1+1=2． 

在此基础上，笔者发现等势线的运用起来非常方便，绝 

大部分 系数之 和问题可 以再很短 的时间 内看出结论 ， 

课本中的每一个例题、习题的设置都有其目的和作用． 

体现着本节知识所应达到的能力要求，我们不仅要紧扣课 

本，认识到认真钻研课本的重要性，突 课本基础知识的作 

用突出课 本例题 中数 学思想 方法 的挖掘 和应用 ，也 要重 视 

课本习题潜在功能的挖掘和利用，指导学生回归课本，依 

“纲”固“本”，挖掘课 本 的潜在 功能 ，对课 本典 型 问题进 行 

引申、推广，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与高考命题的“源于课 

本 ，高 于课本 ”的理念是 相吻合的． 

(上接 150页 ) 

为 自然数总量 的 ，又知 7起素 数整体有 效排 除力总 和为 

308
．那么，得： 一(> )=(>0)． 
因此 ，经素数 2，3，5有效 排除 后 ，7起 的奇 素数不 能做 

到将某高数起 的个位数为 1，3，7，9的奇数 全部有效 排除 出 

素数之外．所以，个位数为 1，3，7，9的奇素数不可穷尽．此 

证 1． 

证明方法 2 已知经 2，3，5的有效排除后，个位数为 1， 

3，7，9的奇数各 为 自然数总量 的 ，又知 7起 素数整体有效 

排除力总和为 >· ．事实证明，个位数为 1，3，7，9的奇数乘 

于个 位数 为 1，3，7，9的奇数 ，其积均为个 位数 为 1，3，7，9的 

奇数．事实又证明，个位数为 l，3，7，9的素数对个位数为 1， 

3，7，9的奇数进行有 效排除 ，在 被排除 的量上 都是均 衡的． 

因此，要将7起素数整体有效排除力总和()’ )，须均分为 
4支有效排除力分别对个 位数为 1，3，7，9的奇数进 行有效 

排除，其每支有效排除力为：(> )÷4=(> )． 

那么，得：Y O-一(> ) (>o)· 
因此 ，经素数 2，3，5有效 排除后 ，7起 的奇素 数不 能做 

到将某高数起的个位数为 1，3，7，9的奇数其中之一全部有 

效排除出素数之外．所以，个位数为 1，3，7，9的奇素数均不 

可穷尽．此证 2． 

四、对 欧几里得证明疑点的原 因分析 

既然欧氏证明存在疑点，那么，欧几里得为什么会认定 

自己的证 明是 正确 的呢?数学界及后 人为什么会 认 同和接 

受欧氏证 明呢?笔者认 为 ，这当 中原 因除欧几 里得 本人 受 

时代局限、数学界及后人迷信大数学家外，共同原因有三： 

原因 1 没能将素数没有穷尽问题之研究，置于素数中 

“可穷 尽”和“不可穷尽 ”现 象去分析 探讨 ，即没把 注意 力放 

在 “筛”这个现象上 ，忽 略 了对 “筛 ”的现象 进行 分析 ，忽 视 

了有效 “筛”(即有 效排 除)、重复“筛”(即重复 排除 )、多 次 

重复“筛”(即无关排除)这些因素，没能真正找出素数中 

“可穷尽”和 “不可穷尽 ”现象 的根 本原 因，而是 把注意 力全 

放在 “到最后有没有素数 存在”这个 问题上 ，简单 地将求 得 

“集合”之外的“更大素数”与证明素数没有穷尽问题画上 

等号 ，致使证明点错位． 

原 因 2 违反 了人类 认识 事物 的 规律 ，漏 缺 了 “再 假 

设”这个环 节，忽 略了 “集合 ”中素 数“从 小到 大依次 排列 ” 

这个 条件． 

人类认识事物的规律告诉我们，人类对某一无限事物 

的认 识 ，是经过无数次 对有 限的认识 来完 成 的，是通 过 “已 

知”去发现“未知”，使之成为新的“已知”，再以“已知”和新 

的“已知”去发现新 的“未知”．欧 几里得在设 立素数 没有穷 

尽问题的证明公式上 ，其不严谨之处恰恰在于违反了这个 

规律性 ，没有考虑到能否经得起“再假设 ”的验证问题 ，同时 

忽略了自身设置的“集合”中素数“从小到大依次排列”这 

个条件，没有将这个条件检验“集合”之外的“更大素数”是 

不是续接“集合”中的P 素数的下一个素数，并由此验证证 

明的正确性．而认 同者们 也犯 了同样 的错误． 

原 因 3 自觉 或不 自觉地掉进 了“已知”的“陷阱”． 

依照素数“从小到大依次排列”这一条件，“集合”之外 

的素数都应是“未知”的(包括已知却不能做到从小到大依 

次排列的素数，都应属于“未知”范围)．由于求得“集合”之 

外 的这个“更大 素数 ”不是 续接 “集合 ”中的 P 素 数的 下一 

个素数，因而此两个素数之间必定存在若干个素数．此若干 

个素数是属于“未知”素数．笔者说欧几里得和认同者自觉 

或不自觉地掉进“已知”的“陷阱”，是指他们将“集合”之外 

的“未知 ”素数 ，当“已知”素数来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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