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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填空题 A（本大题共 7小题，每题 10分，共 70分）：

1. 箱子内有大小完全相同的黑色小球 7颗、白色小球 5颗、红色小球 8颗。从箱子内依次取出小球且不

再放回箱子内，至少需要取出 颗小球，才能保证取出黑、白、红三种颜色的小球至少都各有 1 颗。

2. 有一个密码按键锁上有四个按钮 A、B、C、D，要打开此按键锁最少需要用到两个按键，最多用到四个

按键，不论次序。设置此按键锁的不同密码一共有 个。

3. 兄弟两人一共有钱 2018 元，哥哥用去他的钱的
1
4
，弟弟用去 16 元，两人剩下的钱一样多，则哥哥原

先有 元钱。

4. 一列客车和一列货车同时从两地相向开出，经过 18 小时两车在某处相遇，已知两地之间的距离为 1488

千米，货车每小时行驶 42 千米，每行驶 3小时要停下休息 1 小时。那么客车每小时行驶 千米。

5. 甲、乙、丙、丁、戊在购物中心购物，已知甲和乙共消费了 2784 元，乙和丙共消费了 3051 元，丙和

丁共消费了 3818 元，丁和戊共消费了 3270 元，戊和甲共消费了 2785 元，则消费最多的那个人消费

了 元。

6. 在战争题材影视剧中，我们经常会看到炮兵在开炮前，会在眼前竖起一个拇指，然后估算目标与

自己之间的距离。那么，他们是根据什么原理来做到的呢？下面让我们来探究一下。

先闭上左眼，随后在右眼前平举右臂，竖起拇指。这时，用睁开的右眼观察远方的一个目标，接

下来水平移动右臂，直到拇指正好挡住我们的目标为止。这时睁开左眼，闭上右眼，你会发现，刚刚

被右手拇指遮住的目标，又再次出现在了左眼的视野内。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的左右眼之间有一小段距离，并不是处在同一个位置的。于是，

被拇指遮挡无法进入右眼的光线有些可以无障碍地进入左眼。这样，两只眼睛看到的景物也就产生了

细微的差别。其实，正是因为这种左右眼的视线差，我们才能够将眼前的世界在大脑中处理成有空间

感的立体样式。那么，这种差异性又是怎么帮助我们判断远处目标距离的呢？

人的瞳孔间距大概是 6厘米左右，而人的上臂长度大概是 60 厘米。于是，如图，如果我们知道

远处两个物体间的水平距离，我们就能够通过沙漏模型的比例关系来求出这个物体与我们之间的距离。

所以，当我们知道左右眼分别被拇指遮挡住的两个目标之间的距离是 a时，我们就可以根据估算，得
出它们距我们的距离为10a。但是这只是个估算，因为每个人瞳孔间的距离和手臂长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个人要乘以的系数也是不一样的，大概会在 7.5～10 之间。

我们选了三个人，分别测量了他们的瞳孔距离和臂长，如上表。

这三人站在一条直线公路上前后不同的位置，用拇指测距法估测自己距离远处山脚的距离（距离

山脚近的为前方）。山脚下有高压输电线，每 200 米有一根电线杆。他们三个人发现，他们左右眼被

拇指遮挡的，恰好都是相邻的两根电线杆。那么，下面关于他们到山脚下的距离的说法， （填

入选项序号）最准确。

A. C在 A前面，C在 B前面大约 102 米，B距离山脚最近。

B. A在 B前面大约 70 米，C距离山脚最远，B在 C前面。

C. A处在 B、C之间，B距离山脚最远，A在 C前面大约 32 米。

D. A在 B前面，C在 A前面大约 32 米，C距离山脚最近。

7. 将 5 个数字 1 填入图 1的表格中，要求这 5个数字 1关于图中的虚线对称（图 2、图 3是两个满足要

求的例子），不同的填法有 种。

图 1 图 2 图 3

（请继续完成反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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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空题 B（本大题共 2小题，每题 15分，共 30分）

8. 根据图中的 scratch程序，若开始时输入 A的值为 1000，则最终的 A  。

9. 考虑学校中常见的一个场景： 某次竞赛试卷需要按照分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列，以便学校能够快

速了解学生竞赛成绩和情况。生活中也有类似场景：一副扑克牌，需要按从小到大或者从大到小的顺

序排列。这种操作，我们一般称之为排序。

通常来说，排序的方法也有很多种。请看如下排序方法示例：

有 5个数字按照这样的顺序排列：5,4,3,2,1。现在我们希望将它们从小到大进行排列，也就是

这种排列：1,2,3,4,5。我们可以这样做，每个箭头代表一次步骤：

首先，依次取 2个数字组成数据对进行比较，如果它们是从大到小的排列，我们就把它们的顺序

调换一下；如果它们本来就是从小到大排列，那么什么也不做。 例如：第一步，比较[5，4]，发现

5>4，则我们需要调换它们的顺序，变成[4，5]。依次下去，比较完第一轮；此时数字的顺序变成了：

4，3，2，1，5。而且最后一个数字 5一定是这些数字中最大的那个。重复这样的步骤，直到达到了

我们希望的从小到大的顺序。注意，这个方法中，我们一共比较了 4+3+2+1=10 次。即通过 10 次比较，

一定可以把 5个随机顺序的数字完成排列。

实际上，排序的方法很多，即使是同一种排序的方法，也有很多优化的方法，使得比较数字的次

数更少或者比较的步骤数更少。

（1）请你设计一种排序方法，简要写出排序的过程或规则。

（2）现有如下数字序列：3，18，8，7，20，45，19，50，应用你的排序方法以后，排序的过程

是怎样的？请在下面空格中填出。（如空格不够，可在右边空白处自己添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