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MC具体内容分级



代数部分
1.多项式
A.一元二次方程
如果题目告诉了我们根和一元二次方程的系数都是整数
这类题目算到最后一般都需要带入以确保结果正确

①求根公式: ∆=n
有些时候∆仅仅可以化成‘有关 x的完全平方-k=n2’的形式
这时把式子化成‘有关 x的完全平方-n2=(有关 x的完全平方+n)(有关 x的完全平方-n)=k’
因为(有关 x的完全平方+n)与(有关 x的完全平方-n)同为奇数或同为偶数,可以确定多组值
(注意两边都是负数也是可以的)
然后再具体解值
【不但可以系数→根,有些时候要根→系数】

②韦达定理:x1+x2=-
b
a ,x1 ∙ x2=

c
a→ a|b , a|c

有些时候需要连接韦达定理：x1x2 ±(x1+x2)+1,记得加减都试试
有些时候需要替换韦达定理中相同的元素
(如果仅仅点明说至少有一个整数根,则无法用韦达定理确定系数,这时候多用求根公式列式)

③有些时候题目‘f(x)=(x-a)(x-b),a与 b是整数’仅仅是为了告诉我们整数解
④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集可以求得两根
⑤若一元二次方程在某个区间有根但没说几个根,则尝试参变分离,再对变量一侧求值域即可
⑥若规定了一元二次方程某个区间上根的个数,则可画出二次函数图像
再考虑判别式/对称轴/端点值(一般是给定区间的 boundary)
如果要分类讨论开口朝向,尝试方程两边同除T2系数来化 1

B.多次方程

① α� =-ba , αβ� =ca , αβγ� =-da ,⋯

②S1= α� ,S2=( α� )2-2 αβ� ,S3=( α� )3-3 αβ� α� +3 αβγ� , S−1=-
T1系数

T0系数

③if anxn+an−1xn−1+⋯+a1x1+a0=0 , then anSn+an−1Sn−1+⋯+a1S1+a0n=0

C.根/解问题
说明有 X个解时,先列出((x − a)(x − b). . . )n来考虑有没有根重复
有时需要展开(x − a)(x − b). . .来找大小倍数关系
根为 X,先带入看看能否找到大小倍数关系
a+bi为根,则 a-bi也为根

2.不等式
A.基本不等式
题目问‘可能是’则与区间(最大值最小值)有关

a2+b2 ≥2ab , a+b≥2 ab , ( a+b2 )
2 ≥ab , a1+a2+⋯+ann ≥ n a1a2⋯an where all number positive

①凑项
对于和不为定值的两项或三项之积,在其中一项乘上(提出)系数或是将x2化成 x∙x,x化成 x ∙ x
对于积不为定值的两项或三项之和,尝试‘常数项贴近分母’‘非常数分子的分数化成‘常数+分数’’
当分母由多个未知数组成很复杂或包含根号时时,将每个分母适量换元,用新元表示原未知数

②1的代换

已知( )a+( )b=( ),求（ ）

a +（ ）

b 时用 1的代换【考虑( )a+( )b大小！】

已知( )a+( )b=ab,左右同除 ab化成
（ ）

a +（ ）

b =1后用 1的代换

非常数分子的分数化成‘常数+分数’后用 1的代换
当分母由多个未知数组成很复杂或包含根号时,将每个分母换元后用 1的代换
【计算新元大小！】



③基本不等式核心思想
消元:如果给出的等式容易反解出某个部分(尝试左右同除 etc.),则考虑先反解出来后带入求值
齐次:如果分子分母不齐次,通过已知条件代换问题中的常数项使之齐次,有时可能需要凑常数
统一:若所给等式中已有求最值的结构,则尝试用不等式将其余部分也变成该结构以求值

a±b,ab,a2+b2的转换
多次使用不等式

④进阶不等式
柯西不等式:( i=1

n aibi� ) 2 ≤ ( i=1
n ai2� )( i=1

n bi2� ) 当bi=0或ai = λbi时等号成立
涉及 Ax2+By2+Cz2(A,B,C>0)和 ax+by+cz的问题用柯西不等式

B.其余不等式
if ab >

c
d , so

a
b >

a+c
b+d >

c
d

3.函数
an − bn=(a-b)(an−1 + an−2b + an−3b2 +⋯)
an + bn=(a+b)(an−1 − an−2b + an−3b2 −⋯)[但是这里 n必须为偶数]
a3+b3+c3+⋯=(a + b + c +⋯)2
xm-1|xn-1 if m|n

r=1
n r� = 1

2n(n+1)

r=1
n r2� = 1

6n(n+1)(2n+1)

r=1
n r3� = 1

4
n2(n + 1)2

loga b=
logc b
logc a

, logn am b=n
loga b
m

【在求解loga b的计算时,考虑拆分或者是将 b=an】

4.数列
A.loop around,多写几项,有些时候涉及复平面上单位长度的旋转/倍角公式/矩阵

B.
等差数列求和: n2(2a+(n-1)d)

等比数列求和: a(1−r
n)

1−r 【when n is infinite, a
1−r】

5.不定方程的整数解(丢番图方程)
A.二元一次不定方程 ax+by=c有整数解,则(a,b)|c
①当同时给出[x,y]时,可根据(a,b)判断 x,y的 common factors
②先找出一组特殊解，然后根据情况将全体解列出

设x0,y0是方程 ax+by=c的一组整数解,则所有整数:x=x0+
b

(a,b)t,y=y0-
a

(a,b)t

【注: a
(a,b)

与 b
(a,b)的计算用 ax+by=0算即可】

一般的结果算出来可能会有多组通解(因为有多种情况),要综合考虑
③三元一次不定方程消元

B.
①二元多次不定方程有整数解,因式分解,不可以的尝试补常数项
注意常数项分解时可能出现负数

②am+1=bm,如果 a,b,m都是正整数:
a∙ am=bm → a=( ba )

m

因为是正整数,b=ka,a=km
③主元法,当有一个未知数符合一元二次方程且另外一个是多元时,考虑一元二次方程解法
如果题目点明是整数解,用求根公式和韦达定理



④配方法:二次且无法因式分解时,化成‘(ax + by)2 + cy2=d'
这时我们一般可以根据 c与 d的倍数关系来确定它们与(ax + by)的倍数关系或范围
注意,因为是平方,所以说考虑(ax + by)与 y为负
如果主元不好平方,不要乘以分数,乘以整数使其可以平方

C.不等式放缩:x≤y≤z,然后 f(x,y,z)=a
基本思路:先求 x的取值范围,然后依次分类讨论求 y的取值范围

6.取整函数(高斯函数)
[x]是指不超过实数 x的最大整数【注意负数的最大整数是多少！】
x=[x]+{x},{x}指小数部分,0≤{x}<1
一般有两种方法来解决相关题目:表示法【x=[x]+{x}=n+a】或不等式法

A.
①如果[f(x)]=c , c≤f(x)<c+1即可
②如果 f(x)-a[g(x)]=0,因为 g(x)-1<[g(x)]≤g(x) ,将原式化成 f(x)=a[g(x)],则 a(g(x)-1)<f(x)≤a∙g(x)
随后可以求出一个满足 x存在的区间
如果 g(x)=x,找出在区间内[x]的可能取值,分类讨论带入原式求出对应 x看看是否满足[x]
else,根据左右两边都一定是整数来缩小范围
如果遇到多个[g(x)],[h(x)]之类的,同理找区间

B.当同时出现 x与{x},将 x写作[x]+{x},全式变成[x]与{x}的方程,其中[x]整数,0≤{x}<1
可以找出[x]的范围,而[x]是整数,随后分类讨论即可找到对应[x]的{x}

C.根号外面套个取整,尝试用( a+b2 )
2解除根号,然后再依次缩小范围求出取整取多少

D.证明与下列类似的式子只需将 x=n+a,其中 n是整数,0≤a<1【注意[n+x]=n+[x]】
①[x]+[y]≤[x+y]≤[x]+[y]+1, 0≤{x+y}≤{x}+{y}
②if x,y>0, [xy]≥[x][y]; n is an integer, [nx]≥n[x]
③if [x]=[y] , x − y <1
④if the result of x+y is an integer, {x}+{y}=1 or 0



几何部分
1.三角形多边形

2.复数
A.基本运算

i = ei
π
2 , -i = ei

3π
2 = e−i

π
2 , -1 = eiπ

z � = e−iθ ,相当于以 x轴 reflect; z � + w� = z + w , z � ∙ w� = z ∙ w



z n = zn , zz � = z 2 , z −w represents distance

B.多种形式相互转化
eiθ=cos θ+isin θ
if z = r(cos θ+isin θ) , zn=rn(cos nθ+isin nθ)

C.在进行加减计算的时候,考虑把角进行转化

zn = 1, z = ei
2kπ
n (考虑θ与θ + 2π)

3.立体几何
画图,一般都是很凑巧的特殊值,多试试,大概率都是垂直

4.三角函数
A.特殊值

cos15° = sin75° = 6 + 2
4 cos75° = sin15° = 6 − 2

4 tan15° = 2 - 3 tan75° = 2 + 3

cos22.5° = sin 67.5° = 2+ 2
2 cos67.5° = sin 22.5° = 2− 2

2 tan22.5° = 2-1 tan67.5° = 2+1

B.涉及多个三角函数的等式
能画图先画图,不能画图再通过 arcsin/arccos/arctan求解,注意可能θ+2kπ或(2k-1)π-θ
cosθ = sin(π2 - θ) sinθ = cos(π2 - θ)

C.
sinθ + sinβ = 2sinθ+β2 cosθ−β2 sinθ - sinβ = 2cosθ+β2 sinθ−β2
cosθ + cosβ = 2cosθ+β2 cosθ−β2 cosθ - cosβ = -2sinθ+β2 sin

θ−β
2 tanθ + tanβ = sin(θ+β)

cosθcosβ

5.解析几何
A.slope/角度/旋转相关问题
用 slope表示两线夹角关系,旋转相关问题用 slope或者 vector类比

B.面积相关问题

对于一个多边形, Area = 12 (x1y2 + x2y3 + . . . + xny1) − (x2y1 + x3y2 + . . . + x1yn)



数论部分
1.整除
Given that a,b are positive integer,如果 b为 a的倍数,则称 a|b

A.如果想判断 f(x)|g(x)是否成立,相当于证明
g(x)
f(x)=k:

①当分母是一次时,整拆分,拆成‘整数+分数’的形式
②换元,let h(y)=f(x),x=f−1h(y),将分母化成一次,x全换成 y后重复①

B.有时当 f(x,y)和 g(x,y)都是多个未知数的 combination,且知道 k|f(x,y),证明 k|g(x,y):
①尝试通过加减 kf(x,y)或者 kx,ky解决(记住如果是 combination,先看能不能化简到极致)
②用同余,尤其当未知数分居两侧时,努力将一边化成常数项以方便 mod

C.有些时候要证明 k|f(x),其中 k是一个比较大的数:
①将 k化成几个质数相乘,分类讨论即可

②abc=100a+10b+c,这类题也常跟 B组一块考

D.几个特殊数的整除条件：
①2和 5看后一位,4和 25看后两位,8和 125看后三位
②3和 9看从个位开始一位数一位数的和,99看从个位开始两位两位数的和
③7和 11和 13看后三位数与后三位以前的数字所组成的数之差能不能整除
7看除去个位的数与两倍个位数的差,11看奇位数各数之和与偶位数各数之和的差

E.一个阶乘得出一个大数,求特定位置上的数字:
①从后面开始,阶乘中有几个因数 5就有几个 0
要求 n质因数分解里面有多少个 p,可用[np]+[

n
p2]+[

n
p3]+⋯【用这个求完全标准的质因数分解式】

②除去后面的一堆 0,剩下的因数中有几个 2,除去后的大数就可以通过看后几位确定数字
一般来说看 8(后三位)就够了

③用 99判断

2.同余
A.a≡b(mod m)等价于
①m|(a-b)
②存在整数 k,使 a-b=km

B.
①若 a≡b(mod m),c≡d(mod m),则 a+c≡b+d(mod m),ac≡bd(mod m)
②若 a≡b(mod m),则an ≡ bn(mod m)(最重要的一条之一，已知大底数换成小底数)
换完之后找出小底数的 n次方 mod后是±1,以 n次方为一组进行分组计算
用ap−1 ≡1(mod p)找

③mn与mn+4的个位数相同(最重要的一条之一，已知大指数换成小指数）
当看到指数里面套指数时之间对整体指数 mod 4

C.
①费马小定理:只要有指数与-1就尝试一下
对于任意质数 p和不为 p的倍数的整数 a: ap−1 ≡1(mod p), ap ≡a(mod p), p|ap-a
证明:对于一个完系 1,2,⋯,p-1;若(a,p)=1,则 a,2a,⋯,(p-1)a也是完系

【关于 E的模板：因为如果其不是完系,根据抽屉原理,必定有两个数同余
if ia ≡ ja(mod p) where i<j, then p|(ja-ia)
So p|(j-i)a,不满足前提条件,所以说是完系】

那么 1∙2∙ ⋯ ∙(p-1)≡a∙2a∙ ⋯ ∙(p-1)a (mod p)
(p-1)!≡ (p-1)!ap−1 (mod p)



ap−1 ≡1 (mod p)
同余中有 1尝试换成费马小定理
当一个费马小定理所提供的指数是题目所给的指数的因数时,(ap−1)n ≡ 1n (mod p)
两个连续的费马小定理可以证明两个未知数的 p-1次方同余
用完全平方公式同时利用多个费马小定理
这其实是欧拉定理的拓展,欧拉定理是:

已知(m,n)=1,m=p1a1 ∙ p2a2 ∙ ⋯ ∙ pnan
然后小于 m的与 m互质的数的个数为φ(m)=m(1- 1p1)(1-

1
p2
)⋯(1- 1pn)

然后nφ(m) ≡1(mod m)
如果发现(m,n)=1,完全可以直接找 1然后化简求 mod

②73k ≡1(mod 9),平方 mod 7得 0,1,2,4,平方 mod 4得 0,1
③2是唯一的偶质数,质数本身是唯一的质数的倍数的质数

两个连续偶数必定有一个是 4的倍数
分类讨论有时分奇偶,有时分 3k,3k+1,3k+2
有些时候题目会给出 p和与一堆 f(p)并说他们都是质数
此时的基本思路是找到 mod p后取余

D.求最后一位数字是 mod 10,最后两位是 mod 100...【可用欧拉定理】
然后将较大的 mod换成多个小 mod(mod 100 = mod 4与 mod 25)
求最后多位时,不能用 B中的换指数法
这时我们要将一个指数拆成多个指数相乘(am+n=am ∙ an)
然后努力将其中的一项能化成 mod后±1【可用欧拉定理】

E.
任意正整数 m有 m个余数:0,1,2,⋯,m-1,可以把整数分为 m类,每一类中取一个数组成的系成
为是模 m的完全剩余系(完系)
①若整数a1,a2,⋯,am对模 m两两不同余,则a1,a2,⋯,am构成一个模 m的完全剩余系
②任意连续 m个整数构成一个模 m的完全剩余系,其中必有一个数是 m的倍数
假设有 p个数，想证明其中至少存在一个数为 p的倍数
用反证法证明:如果没有 p的倍数,根据抽屉原理,必定有两个数同余
a≡b(mod p),则 p|(a-b),然后找 p和 a-b的特点来证明矛盾

F.if integer p>1 and p is a prime, then (p-1)!+1≡0(mod p)

3.算数基本定理及约数定理
任意正整数 N>1,都能被质数唯一分解:N=p1a1 ∙ p2a2 ∙ ⋯ ∙ pnan
其中pi为互不相等的质数,ai是正整数

A.
①N的正因数个数:(a1+1)( a2+1)⋯(an+1)
②N的正因数的和:(1+p11+p12+⋯+p1a1)(1+p21+p22+⋯+p2a2)⋯(1+pn1+pn2+⋯+pnan)
③N的正因数的倒数和:第一个因数×倒数第一个因数=第二个因数×倒数第二个因数=⋯
所以说‘第一个因数的倒数+倒数第一个因数的倒数’的分母与‘第二个因数的倒数+倒数第二个
因数的倒数’的分母相同
则分母为 N,分子为 N的正因数的和

B.当题目让我们分配正因子个数的时候,记住合数可以继续拆分！

4.裴蜀定理
辗转相除法:a÷b=c⋯d,则将(a,b)化为(d,b)
最后可得:对于(a,b)=r,存在 x,y使 xa+yb=r
证明最大公因数常用裴蜀定理



A.题目给出(a,b)=1时写出 xa+yb=1,要想证明某个未知数能整除 c,左右两边同乘一个 c
这时 xac+ybc=c,只需证明左边是该未知数的倍数即可

B.(m,n)=(m+n,n)

5.最大公因数与最小公倍数
A.
①(m,n)[m,n] = mn,(m,n)|[m,n]
当 mn,(m,n),[m,n]一同出现,换元
a=(m,n),b=[m,n],ab=mn,a|b

②存在x1,x2,⋯,xn:x1a1+x2a2+⋯+xnan=(a1,a2,⋯,an)

B.
①已知(m,n)=k,常换成 m=km1,n=kn1,(m1,n1)=1
此时[m,n]=k[m1,n1]=k∙max(m1,n1)

②[m,n]
(m,n)=m1n1
m+n=(m1+n1)(m,n)

6.n进制
(ap−1ap−2⋯a1a0)n=ap−1 ∙ n

p−1+ap−2 ∙ np−2+⋯+a1 ∙ n1+a0 ∙ n0(n进制化成十进制）

最后 n进制为(bq−1bq−2⋯b1b0)n(十进制化成 n进制）

A.在 n进制下的计算,设 n
一般列竖式取个位余数可以较快确定范围

7.中国剩余定理
存在一个 x使
x≡ a1 (mod d1)
x≡ a2 (mod d2)

⋮
x≡ an (mod dn)
则存在A1,A2,⋯,An
A1 ≡ 1 (mod d1) A2 ≡ 0 (mod d1) An ≡ 0 (mod d1)
A1 ≡ 0 (mod d2) A2 ≡ 1 (mod d2) An ≡ 0 (mod d2)

⋮ ⋮ ⋮
A1 ≡ 0 (mod dn) A2 ≡ 0 (mod dn) An ≡ 1 (mod dn)
且 x≡ a1A1+a2A2+⋯+anAn (mod d1d2⋯dn)

上一次的商 (am−1am−2⋯a1a0)10 ⋯ ⋯ bq−1
这一次除以 n之后的余数 b0 b1 ⋯ bq−1

⋯



概率部分
1.排列组合概率
A.
注意,计算顺序的种数,是排列还是组合要依照题目而定
但是如果要计算某一种情况下的概率,则一定用排列来代替权重

①逐分法:分成 n组,每组Ni人 → 一步一步来,先分什么再分什么
【注意考虑第一步操作要不要算重复,最左最右固定则无需考虑;

A或 B只能去一个问题,想清楚在当前情况下,有多少人可能去,再要多少人】
②隔板法:一共 n人分成 m组 → n-1个空需要 m-1个板子

不相邻问题,n组不能相邻的元素与 m组可以相邻的其余元素
→ 可以相邻的其余元素先排,剩下 n组有序插 m+1的空

左右都有空位问题:空位中间插人
路径问题:向上 m步,向右 n步,就是右步中间插上步

【考虑一共有多少个空？左右固定类空有多少个？有没有必要插空？为什么不能插空？】
注意:n个数据分成 k组

板子之间不为空时看空和板子 n − 1
k − 1 ,板子之间可以为空时看整体 n + k − 1

k − 1
③捆绑法:要相邻的元素看成一个元素
【注意要不要考虑内部分类,(AB)C&(BA)C;还要考虑重复,(EE)E&E(EE)】

④先选后排:先分类讨论出多种情况后再依次考虑
⑤先分堆后排序:对于题目提出‘至多’‘至少’类问题,先分出保底元素后再依次加码看不同组合

找到不同种组合后再考虑放要依次把组合放到盒子里的问题
【考虑有没有重复？题目有没有说盒子不一样？】

⑥排除法:快速地通过大除小出结果,一般分类讨论太复杂的时候就用它
⑦染色问题:跳格分类法,即每次涂颜色都跳一格;做这种题目时画树状图会好看一些
⑧对称法:求负的 → 算正的
⑨图像法:将大小于关系化成解析式画在坐标轴上求面积占多少百分比

B.公式
n
0 + n

1 + n
2 + ... + n

n = 2n
n
k + n

k + 1 = n + 1
k + 1

k
k + k + 1

k + k + 2
k + ... + n

k = n + 1
k + 1

k=0
r m

k
n

r − k� = m+ n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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