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析一类含参问题的解法

谢新华

摘要：利用导数研究函数的单调性问题中，已知函数单调性求参数问题是一类非常重要的题

型，要求能根据已知条件列出参数所满足的等量关系（或不等关系），通过研究方程（或不

等式）实现问题的解决，必要时需对参数的不同取值情况进行分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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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函数 1)( 23  xaxxxf 在 ),0(  为增函数，求实数 a 的取值范围.

【解析】因为函数 )(xf 在 ),0(  为增函数，

所以 0123)( 2  axxxf 在 ),0(  上恒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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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时等号成立），

所以实数 a 的取值范围是 ),3[  .

【点评】已知函数为增函数（或减函数），求参数的取值范围，其基本解法是将其转化为

0)(  xf （或 0)(  xf ）在给定区间上恒成立，再通过参变分离转化为求函数的最值问题，

利用基本不等式可求得函数的最值，从而求得参数的取值范围.

例 2.函数 1)( 23  xaxxxf 在 )
3
1,

3
2(  为减函数，求实数 a 的取值范围.

【解析】因为函数 )(xf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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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实数 a 的取值范围是 ),2[  .

【点评】已知函数为增函数（或减函数），求参数的取值范围，其基本解法是将其转化为

0)(  xf （或 0)(  xf ）在给定区间上恒成立，再利用二次函数的图象及性质可知，因为

二次函数图象开口向上，所以只需考虑二次函数端点函数值的正负，从而求得参数的取值范

围.

例 3.函数 1)( 23  xaxxxf 的单调递减区间为 )1,
3
1( ，求实数 a 的值.



【解析】依题意得 0123)( 2  axxxf 的解集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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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函数的单调区间是关于 x 的不等式 0)(  xf （ 0)(  xf ）的解集，与函数在某个

区间单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要混淆.

例 4.函数 xaxxxf 2
2
1ln)( 2  存在单调递减区间，求实数 a 的取值范围.

【解析】函数 )(xf 的定义域为 ),0(  ，

因为函数 )(xf 存在单调递减区间，

所以 021)(  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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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且仅当 1x 时等号成立），

所以实数 a 的取值范围是 ),1[  .

【点评】函数存在单调递增（或递减）区间，其基本解法是将其转化为 0)(  xf （或

0)(  xf ）在给定区间上有解，再通过参变分离转化为求函数的最值问题，利用配方法可

求得函数的最值，从而求得参数的取值范围.

例 5.函数 axxxxf 2
2
1ln)( 2  不具有单调性，求实数 a 的取值范围.

【解析】函数 )(xf 的定义域为 ),0(  ，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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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函数 )(xf 不具有单调性，

所以 0)(  xf 在 ),0(  有解且无重根，

即 0122  axx 在 ),0(  有解且无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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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实数 a 的取值范围是 ),1[  .

【点评】连续函数在某个区间不具有单调性，其基本解法是转化为 0)(  xf 在给定的区间

上有解且无重根，再结合二次方程根的分布问题，利用判别式及韦达定理限制条件，从而求

得参数的取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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