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複數與複數平面3

一	教材摘要

　　首先引進複數，由虛根定義出虛數後，介紹複數的四則運算。接著介紹複數平

面、複數的絕對值，並說明複數絕對值的幾何意義。

二	教學目標與時數

教學目標 建議授課時數

1 認識虛數 i及複數 a bi+ 。

2 能作複數的四則運算。

3 了解複數平面的意義。

4 了解複數的絕對值與其幾何意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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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材地位分析

已學習教材 本單元教材 未學習教材

複數的四則運算

複數平面

複數的絕對值

複數

坐標平面

實數

棣美弗定理

複數的極式

一元二次方程式

根與係數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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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複數與複數平面

上式的    - 1是什麼呢？我們知道方程式 x2 = 1的解為

x = ±    1 = ± 1，

於是我們仿照方程式 x2 = 1解的表示方法，將 x2 = - 1的解規定為

x = ±   - 1，

並用符號 i來表示  - 1。

規定 i =   - 1，且 i滿足下列性質。

1 i2 = - 1。　　　　　2當實數 b > 0時，  - b =   bi。

i的規定

　　例如：1 x2 = - 1的解為 x = ±   - 1 = ± i。

　　　　　2 x2 = - 2的解為 x = ±   - 2 = ±   2i。

　　　　　3 x2 = - 9的解為 x = ±   - 9 = ±   9i = ± 3i。

以 i表示下列各方程式的解。

1 x2 = - 3。　　　　　2 x2+ 4 = 0。　　　　　3 x2 = - 12。

隨堂練習

　　由以上的規定，可得 x2- 14x + 50 = 0的解為

x = 7 ±   - 1 = 7 ± i。

　　像 7 ± i這種形式的數，稱為複數。

設 a , b 為實數，形如 a + bi 的數稱為複數，其中 a 稱為 a + bi 的實部，b

稱為 a + bi的虛部。

複數的定義

48

複數與複數平面

甲 複數

（一）複數的定義

　　假設一長方形的周長為 28，面積為 50，要怎麼

求這個長方形的邊長呢？首先，我們設長方形的邊長

分別為 x與 14 - x，如圖 2所示。接著，利用其面積為

50，可得 x2- 14x + 50 = 0，這個方程式的解是什麼呢？

　　利用國中學過的配方法，可將方程式 x2-

14x + 50 = 0配成 (x - 7)2 = - 1。因為沒有任何實數的平方為 - 1，所以 (x - 7)2 = - 1

沒有實數解，表示不存在滿足以上敘述的長方形。如果我們仍要繼續進行運算的

話，會得到

x = 7 ±    - 1。

▲圖 2

14 - x

x

複數與複數平面3
　　高一階段我們介紹過實數系的概念，實數系由有理

數和無理數所組成，本單元將實數系推廣到更大的數

系－複數，並介紹複數的幾何表示方式。
　　對於自然界或是天文學中較複雜的幾何問題，常常

會利用複數的幾何表示方式來進一步分析其架構，例如

生活中常見的雪花，或是天文學中的拉格朗日點等。

▲圖 1

教學要點

 介紹複數的定義及其四則

運算。

1 1

教學小提醒

 此處可融入虛數數學史的

內容。

1 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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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常見的雪花，或是天文學中的拉格朗日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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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隨堂練習解答

 1 x2 3= − 的解為 x = ± − =3 ± − =3 1× ± 3i。

 2 x2 4 0+ = 的解為 x = ± − =4 ± − =4 1× ±2i。

 3 x2 12= − 的解為 x = ± − =12 ± − =12 1× ± = ±12 2 3i i。

1

1

1 ± 3i　2±2i 　3 ±2 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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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一道複數相等的例題。

已知實數 a , b滿足 (a - 2) + 4i = 1 + 2bi，求 a , b的值。

例題 2

根據複數相等的定義，得 a - 2 = 1 與 4 = 2b，解得 a = 3 , b = 2。

已知實數 a , b滿足 (a + b + 4) + (a - 2)i = 0，求 a , b的值。

（二）複數的四則運算

　　有了複數後，我們希望複數的運算也能和實數一樣，滿足交換律、結合律與

分配律，於是規定如下。

設 a , b , c , d為實數。

1  加法：(a + bi) + (c + di) = (a + c) + (b + d)i。

2  減法：(a + bi) - (c + di) = (a - c) + (b - d)i。

3  乘法：(a + bi)(c + di) = (ac - bd) + (ad + bc)i。

複數的加法、減法與乘法

　　上述複數的乘法運算是基於我們希望複數能如同實數一樣，具有乘法對加法

的分配律，在此前提下，我們自然會得到

(a + bi)(c + di) = (a + bi)c + (a + bi)di

= ac + bci + adi + bdi2

= ac + bci + adi - bd

= (ac - bd) + (ad + bc)i。

解

隨堂練習

50

複數與複數平面

　　對於複數 a + bi（其中 a , b為實數），我們進一步說明如下。

1   形如 a + ( - b)i 的複數可以記為 a - bi，即 a + ( - b)i = a - bi；形如 a + 0i 的複數

可以記為 a，即 a + 0i = a；形如 0 + bi的複數可以記為 bi，即 0 + bi = bi，且 1i

可再簡記為 i。

2   當虛部 b = 0時，a + bi = a + 0i = a相當於一個實數，也就是說，實數可視為虛

部為 0的複數。例如：4 , 0 ,    2 , r等都是實數，也是複數。

3   當虛部 b ≠ 0時，稱 a + bi為虛數。例如：

1 + 2i , 3i等都是虛數，也是複數。

　　由此可知，實數是複數的一部分，因而我們把

實數系擴張成一個較大的數系，稱為複數系。

求下列各複數的實部與虛部。

1 1 - 2i。　　　　　2 4。　　　　　3 3i。

例題 1

1  因為 1 - 2i = 1 + ( - 2)i，所以 1 - 2i 的實部為 1，虛部為 - 2。

2  因為 4 = 4 + 0i，所以 4 的實部為 4，虛部為 0。

3  因為 3i = 0 + 3i，所以 3i 的實部為 0，虛部為 3。

求下列各複數的實部與虛部。

1   2 + 3i。　　　　　2 -   5i。　　　　　3 0。

　　接下來，我們定義複數的相等。

當兩個複數的實部相等、虛部也相等時，稱這兩個複數相等。也就是說，

當 a , b , c , d為實數時，a + bi = c + di的意思是 a = c且 b = d。

複數的相等

▲圖 3

解

隨堂練習

50

教學小提醒

 可延伸說明

 a bi+ = ⇔0 a = 0 , b = 0。
1 1

隨堂練習解答

 1 2 3+ i的實部為 2 ，虛部為 3。

 2 因為 − = −5 0 5i i，所以 − 5i的實部為 0，虛部為 − 5 。

 3 因為 0 0 0= + i，所以 0 的實部為 0，虛部為 0。

1

1 實部 2 ，虛部 3

2 實部 0，虛部 − 5

3 實部 0，虛部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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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記為 a，即 a + 0i = a；形如 0 + bi的複數可以記為 bi，即 0 + bi = bi，且 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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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實數是複數的一部分，因而我們把

實數系擴張成一個較大的數系，稱為複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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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解

隨堂練習

51

補充例題

 已知 a , b 為實數且 

 a(1 + 2i) + b(1 − i) 

 = − 3 + 6i，

 求 3a − 2b 的值。

 解：

 (a + b) + (2a − b)i 

 = − 3 + 6i

	 推得
a b
a b
+ = −

− =







3
2 6

　
1

2

 解12得 a = 1 , b = − 4，

 故 3a − 2b = 11。

11

隨堂練習解答

 根據複數的相等，得 a b+ + =4 0與 a − =2 0，解得 a = 2  , b = −6。1

a = 2  , b =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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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以上的基本性質，可得

  - 2×  - 3 = (  2i)×(  3i) =   2×i×  3×i =   2×  3×i×i

= (  2×  3)(i×i) = -   6。

　　設 z為複數，規定 z2 = zz , z3 = z2z ,⋯。一般而言，設 n為大於 1的正整數，

規定

zn = zn - 1z。

1  求 i , i2 ,⋯ , i8
的值。

2  求 i + i2+⋯ + i8
的值。

例題 4

1 i1 = i。

 i2 = - 1。

 i3 = i2
×i = ( - 1)×i = - i。

 i4 = i3
×i = ( - i)×i = - i2 = 1。

 i5 = i4
×i = 1×i = i。

 i6 = i4
×i2 = 1×( - 1) = - 1。

 i7 = i4
×i3 = 1×( - i) = - i。

 i8 = i4
×i4 = 1×1 = 1。

2  i + i2+… + i8 = i + ( - 1) + ( - i) + 1 + i + ( - 1) + ( - i) + 1 = 0。

　　一般而言，當 n 為正整數時，i n
只有 i , - 1 , - i 與

1 四個可能的值，而且它們是依序循環不息的，如圖 4

所示，即

i4k + 1 = i , i4k + 2 = - 1 , i4k + 3 = - i , i4k + 4 = 1，

其中 k為非負整數。

解

▲圖 4

i 4k + 2  = −1 i 4k + 4  = 1

i 4k + 1  = i

i 4k + 3  = −i

52

複數與複數平面

　　來看一道複數加法、減法與乘法的例題。

已知複數 z1 = 3 + 4i , z2 = 5 - 3i，求下列各式的值。

1 z1+ z2。　　　　　2 z1- z2。　　　　　3 z1z2。

例題 3

1  z1+ z2 = (3 + 4i) + (5 - 3i) = (3 + 5) + (4 - 3)i = 8 + i。

2  z1- z2 = (3 + 4i) - (5 - 3i) = (3 - 5) + (4 - ( - 3))i = - 2 + 7i。

3  z1z2 = (3 + 4i)(5 - 3i) = (3 + 4i)×5 + (3 + 4i)( - 3i)

= 15 + 20i - 9i - 12i2

= 27 + 11i。

已知複數 z1 = 2 +   3i , z2 = 2 -   3i，求下列各式的值。

1 z1+ z2。　　　　　2 z1- z2。　　　　　3 z1z2。

由複數的加法與乘法規定，可以驗證下列運算性質皆成立。

若 z1 , z2 , z3為三個任意的複數，則下列各性質成立。

1 交換律：z1+ z2 = z2+ z1；

 　　　　z1z2 = z2z1。

2 結合律：z1+ (z2+ z3) = (z1+ z2) + z3；

 　　　　z1(z2z3) = (z1z2)z3。

3 分配律：z1(z2+ z3) = z1z2+ z1z3。

基本性質

解

隨堂練習
補充例題

 已知複數 z1 的虛部為 3，

複數 z2 的實部為 1，且 z1 

− z2 的虛部為 2 , z1 z2 的

實部為 4，求複數 z1 的

值。

 解：

 設 z1 = a + 3i , z2 = 1 + bi

（a , b 為實數），

 可得 z1 − z2 

    = (a − 1) + (3 − b)i，

 且 z1 z2 

   = (a + 3i)(1 + bi) 

   = (a − 3b) + (ab + 3)i，

 依題意可得
3 2
3 4

− =

− =







b
a b

，

 解得
b
a

=

=







1
7
。

 故 z1 = 7 + 3i。

1 1

52

隨堂練習解答

 1 z z i i i1 2 2 3 2 3 2 2 3 3 4+ = +( ) + −( ) = +( ) + −( ) = 。

 2 z z i i i i1 2 2 3 2 3 2 2 3 3 2 3− = +( ) − −( ) = −( ) + − −( )( ) = 。

 3 z z i i i1 2
2 2

2 3 2 3 2 3 4 3 7= +( ) −( ) = − ( ) = − −( ) = 。

1

1 4　2 2 3i　3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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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以上的基本性質，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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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 z為複數，規定 z2 = zz , z3 = z2z ,⋯。一般而言，設 n為大於 1的正整數，

規定

zn = zn - 1z。

1  求 i , i2 ,⋯ , i8
的值。

2  求 i + i2+⋯ + i8
的值。

例題 4

1 i1 = i。

 i2 = - 1。

 i3 = i2
×i = ( - 1)×i = - i。

 i4 = i3
×i = ( - i)×i = - i2 = 1。

 i5 = i4
×i = 1×i = i。

 i6 = i4
×i2 = 1×( - 1) = - 1。

 i7 = i4
×i3 = 1×( - i) = - i。

 i8 = i4
×i4 = 1×1 = 1。

2  i + i2+… + i8 = i + ( - 1) + ( - i) + 1 + i + ( - 1) + ( - i) + 1 = 0。

　　一般而言，當 n 為正整數時，i n
只有 i , - 1 , - i 與

1 四個可能的值，而且它們是依序循環不息的，如圖 4

所示，即

i4k + 1 = i , i4k + 2 = - 1 , i4k + 3 = - i , i4k + 4 = 1，

其中 k為非負整數。

解

▲圖 4

i 4k + 2  = −1 i 4k + 4  = 1

i 4k + 1  = i

i 4k + 3  = −i

52

複數與複數平面

　　來看一道複數加法、減法與乘法的例題。

已知複數 z1 = 3 + 4i , z2 = 5 - 3i，求下列各式的值。

1 z1+ z2。　　　　　2 z1- z2。　　　　　3 z1z2。

例題 3

1  z1+ z2 = (3 + 4i) + (5 - 3i) = (3 + 5) + (4 - 3)i = 8 + i。

2  z1- z2 = (3 + 4i) - (5 - 3i) = (3 - 5) + (4 - ( - 3))i = - 2 + 7i。

3  z1z2 = (3 + 4i)(5 - 3i) = (3 + 4i)×5 + (3 + 4i)( - 3i)

= 15 + 20i - 9i - 12i2

= 27 + 11i。

已知複數 z1 = 2 +   3i , z2 = 2 -   3i，求下列各式的值。

1 z1+ z2。　　　　　2 z1- z2。　　　　　3 z1z2。

由複數的加法與乘法規定，可以驗證下列運算性質皆成立。

若 z1 , z2 , z3為三個任意的複數，則下列各性質成立。

1 交換律：z1+ z2 = z2+ z1；

 　　　　z1z2 = z2z1。

2 結合律：z1+ (z2+ z3) = (z1+ z2) + z3；

 　　　　z1(z2z3) = (z1z2)z3。

3 分配律：z1(z2+ z3) = z1z2+ z1z3。

基本性質

解

隨堂練習

補充例題

 求

 − − − −1 2 3 4× × ×

 × ×− −6 8 的值。

 解：原式

 = i i i i i i× × × × ×22 3 2 6 2

= = = −24 2 24 2 24 26 2i i 。

1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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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與複數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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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複數與複數平面

　　練習複數的除法。

將下列各複數表示成 a + bi（其中 a , b為實數）的形式。

1  1
3+4i

。　　　　　2
2+ i
1- i
。

例題 5

1  1
3+4i

=
1×(3-4i)

(3+4i)(3-4i)
= 3-4i

32- (4i )2
= 3-4i

25
= 3

25
+ ( - 4

25 )i。
2  2+ i

1- i
=

(2+ i)(1+ i)
(1- i)(1+ i)

=
2+2i+ i-1

12- i2
=

1+3i
2

=
1
2
+

3
2

i。

　　事實上，複數的除法是乘法的反運算，以例題 5 (2)為例，將所得的結果
1
2
+

3
2

i

與原分式的分母 1- i相乘即可得到原分式的分子 2+ i，也就是說，

( 1
2
+ 3

2
i)(1 - i) = ( 1

2
×1 - 3

2
( - 1)) + ( 1

2
( - 1) + 3

2
×1)i = 2 + i。

將下列各複數表示成 a + bi（其中 a , b為實數）的形式。

1  1+3i
-1+3i

。　　　　　2
2+ i

i
。

隨堂練習

解

54

複數與複數平面

求下列各式的值。

1  i50
。

2  i10+ i11+ i12+ i13+ i14+ i15
。

隨堂練習

　　在定義複數的除法
a+bi
c+di

（其中 c + di ≠ 0）時，我們類比實數的分式有理化

運算，希望將
a+bi
c+di

中原本為複數的分母化為實數，並說明如下。 

　　首先，由於 (c + di)(c - di) = c2+ d2
是一個實數，此時我們稱 c + di與 c - di互

為共軛複數；於是，我們將
a+bi
c+di

的分子與分母同乘 c - di，可得

a+bi
c+di

=
(a+bi)(c-di)
(c+di)(c-di)

=
(ac+bd)+ (bc-ad)i

c2+d2
。

　　最後，將
(ac+bd)+ (bc-ad)i

c2+d2
寫成複數的形式 ( ac+bd

c2+d2 ) + ( bc-ad

c2+d2 )i。

設 a , b , c , d為實數，且 c , d不同時為 0。

a+bi
c+di

= ( ac+bd

c2+d2 ) + ( bc-ad

c2+d2 )i。

複數的除法

1

2

教學小提醒

 複數 z 的共軛複數記做 z。

 共軛複數的性質：

 對於複數 z , w，有以下的

性質：

 1 z z= 。

 2 z z= 。

 3  z z
n n

( ) = ，其中  n  為

整數。

 4 z w z w+ = + 。

 5 z w z w− = − 。

 6 z w z w⋅ = ⋅ 。

 7 z
w

z
w









 = ，其中 w ≠ 0。

 複數相除時，分子、分母

同乘分母的共軛複數，這

裡可與學生過去學習有理

化的經驗作連結。

1

2

54

隨堂練習解答

 1 i i i i i50 48 2 4 12 2 1= = ( ) = −× × 。

 2 i i i i i i10 11 12 13 14 15
+ + + + + = −( ) + −( ) + +( ) + −( ) + −( )1 1 1i i i = − −1 i。

1

1−1　2 − −1 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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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與複數平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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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複數與複數平面

　　練習複數的除法。

將下列各複數表示成 a + bi（其中 a , b為實數）的形式。

1  1
3+4i

。　　　　　2
2+ i
1- i
。

例題 5

1  1
3+4i

=
1×(3-4i)

(3+4i)(3-4i)
= 3-4i

32- (4i )2
= 3-4i

25
= 3

25
+ ( - 4

25 )i。
2  2+ i

1- i
=

(2+ i)(1+ i)
(1- i)(1+ i)

=
2+2i+ i-1

12- i2
=

1+3i
2

=
1
2
+

3
2

i。

　　事實上，複數的除法是乘法的反運算，以例題 5 (2)為例，將所得的結果
1
2
+

3
2

i

與原分式的分母 1- i相乘即可得到原分式的分子 2+ i，也就是說，

( 1
2
+ 3

2
i)(1 - i) = ( 1

2
×1 - 3

2
( - 1)) + ( 1

2
( - 1) + 3

2
×1)i = 2 + i。

將下列各複數表示成 a + bi（其中 a , b為實數）的形式。

1  1+3i
-1+3i

。　　　　　2
2+ i

i
。

隨堂練習

解

54

複數與複數平面

求下列各式的值。

1  i50
。

2  i10+ i11+ i12+ i13+ i14+ i15
。

隨堂練習

　　在定義複數的除法
a+bi
c+di

（其中 c + di ≠ 0）時，我們類比實數的分式有理化

運算，希望將
a+bi
c+di

中原本為複數的分母化為實數，並說明如下。 

　　首先，由於 (c + di)(c - di) = c2+ d2
是一個實數，此時我們稱 c + di與 c - di互

為共軛複數；於是，我們將
a+bi
c+di

的分子與分母同乘 c - di，可得

a+bi
c+di

=
(a+bi)(c-di)
(c+di)(c-di)

=
(ac+bd)+ (bc-ad)i

c2+d2
。

　　最後，將
(ac+bd)+ (bc-ad)i

c2+d2
寫成複數的形式 ( ac+bd

c2+d2 ) + ( bc-ad

c2+d2 )i。

設 a , b , c , d為實數，且 c , d不同時為 0。

a+bi
c+di

= ( ac+bd

c2+d2 ) + ( bc-ad

c2+d2 )i。

複數的除法

補充例題

 已知 a , b 為實數且

 3 4 3
a bi

i
+

= − ，求 a , b 

 的值。

 解：

 a + bi = 3
4 3− i

     =
−

+

+

3
4 3

4 3
4 3i

i
i

×

     = +12 9
25

i
，

 a = 12
25

 , b = 9
25
。

11

55

隨堂練習解答

 1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3 9
1 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i

i i
i i

i i
i 22

8 6
10

4
5

3
5

=
−

= + −










i i。

 2 
2 2 2 1

1
1 2+

=
+( )

=
−

−

= + −( )
i

i
i i

i i
i i

×

×
。

1

1

1
4
5

3
5









i+ −  21 2+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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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與複數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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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複數與複數平面

在複數平面上標出下列複數所代表的點。

A(3 + 2i) , B(3 - 2i) , C( - 3i) , D( - 4)。

例題 6

各點的位置如下圖。

O
x   (實軸)

y   (虛軸)

A (3+ 2i)

B (3 - 2i)
C (-3i)

D (-4)

　　例題 6 中的 3 + 2i 與 3 - 2i 在複數平面上的位置對稱於實軸。一般而言，複

數 a + bi與其共軛複數 a - bi在複數平面上的位置會對稱於實軸。

如右圖，分別寫出複數平面上 A , B , C , D

所代表的複數。

A

B

C
D

O
x   (實軸)

y   (虛軸)

隨堂練習

解

56

複數與複數平面

乙 複數平面

　　十九世紀初，一些數學家提出將複數表示在平面上的觀

點，讓抽象的複數有了較為具體的形象，也進而讓複數的研

究快速發展，其中較為知名的兩位為高斯與阿爾岡，圖 5 是

為了紀念高斯而發行的複數平面郵票。接著，來介紹複數的

幾何表示方式。

　　在圖 6 (a) 中，我們將坐標平面上的點 (4 , 3) 代表複數

4 + 3i，點 (4 , 0) 代表實數 4，點 (0 , 3) 代表虛數 3i。

4O
x

y

4+3i3i
　　　　　

x

y

(x , 0)

(0 , y)

O

x + yi

                                                (a)                                                      (b)

▲圖 6

　　一般而言，可將坐標平面上的點 (x , y) 對應到複數 x + yi，如圖 6 (b) 所示；

反之，可將複數 x + yi（其中 x , y為實數）對應到坐標平面上的點 (x , y)。如此一

來，坐標平面上的每一點都可以代表一個複數，且每一個複數都可以在坐標平面

上標出位置。我們把表示複數的坐標平面，稱為複數平面（又稱高斯平面或阿

爾岡平面）。

1 x軸上的點 (x , 0) 對應所有的實數 x + 0i，而 x軸又稱為實軸。

2 y軸上的點 (0 , y) 對應所有實部為 0的虛數 0 + yi，而 y軸又稱為虛軸。

　　當坐標平面上的 P點對應複數 z = x + yi時，稱 z = x + yi為 P點的複數坐標，

記為 P(z) 或 P(x + yi)。

▲圖 5

教學要點

 介紹複數平面的定義與複

數絕對值的幾何意涵。

1

1

教學小提醒

 數乙沒有複數的極式，也

沒有主輻角的相關課題，

且沒有棣美弗定理與 n 次

方根。

 除了理解每一個複數與複

數平面的點形成一一對應

的關係之外，也可說明原

點到每一個複數的幾何位

置等同於向量的幾何概

念。

1

2

1

2

56

03-龍騰-七-(62010-A2)E版-選修數學乙下冊 教師用書-CH3-(P46-65)-WW-1校.indd   56 2023/8/29   下午 01:51:05



複數與複數平面 3

57

57

3複數與複數平面

在複數平面上標出下列複數所代表的點。

A(3 + 2i) , B(3 - 2i) , C( - 3i) , D( - 4)。

例題 6

各點的位置如下圖。

O
x   (實軸)

y   (虛軸)

A (3+ 2i)

B (3 - 2i)
C (-3i)

D (-4)

　　例題 6 中的 3 + 2i 與 3 - 2i 在複數平面上的位置對稱於實軸。一般而言，複

數 a + bi與其共軛複數 a - bi在複數平面上的位置會對稱於實軸。

如右圖，分別寫出複數平面上 A , B , C , D

所代表的複數。

A

B

C
D

O
x   (實軸)

y   (虛軸)

隨堂練習

解

56

複數與複數平面

乙 複數平面

　　十九世紀初，一些數學家提出將複數表示在平面上的觀

點，讓抽象的複數有了較為具體的形象，也進而讓複數的研

究快速發展，其中較為知名的兩位為高斯與阿爾岡，圖 5 是

為了紀念高斯而發行的複數平面郵票。接著，來介紹複數的

幾何表示方式。

　　在圖 6 (a) 中，我們將坐標平面上的點 (4 , 3) 代表複數

4 + 3i，點 (4 , 0) 代表實數 4，點 (0 , 3) 代表虛數 3i。

4O
x

y

4+3i3i
　　　　　

x

y

(x , 0)

(0 , y)

O

x + yi

                                                (a)                                                      (b)

▲圖 6

　　一般而言，可將坐標平面上的點 (x , y) 對應到複數 x + yi，如圖 6 (b) 所示；

反之，可將複數 x + yi（其中 x , y為實數）對應到坐標平面上的點 (x , y)。如此一

來，坐標平面上的每一點都可以代表一個複數，且每一個複數都可以在坐標平面

上標出位置。我們把表示複數的坐標平面，稱為複數平面（又稱高斯平面或阿

爾岡平面）。

1 x軸上的點 (x , 0) 對應所有的實數 x + 0i，而 x軸又稱為實軸。

2 y軸上的點 (0 , y) 對應所有實部為 0的虛數 0 + yi，而 y軸又稱為虛軸。

　　當坐標平面上的 P點對應複數 z = x + yi時，稱 z = x + yi為 P點的複數坐標，

記為 P(z) 或 P(x + yi)。

▲圖 5

教學小提醒

 老師可多說明各點的位

置：本題中的 C 是純虛

數，在 y 軸上；D 是實

數，在 x 軸上。

11

57

隨堂練習解答

 各點所代表的複數為

 A i− +( )5 2  , B i− −( )2 5  , C i( )  , D −( )2 。
1

A i− +( )5 2  , B i− −( )2 5  , C i( )  , D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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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與複數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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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與複數平面

　　在數線上，|x|表示點 P(x) 與原點的距離。在複

數平面上，我們將複數 z = x + yi 的絕對值規定為點

(x , y) 與原點 (0 , 0) 的距離，並表示成

|z| = |x + yi| =     x2 + y2
。

複數 z = x + yi的絕對值為 |z| =     x2 + y2
。

複數絕對值的定義

　　給定兩複數 z1 = x1 + y1i , z2 = x2 + y2i，其差為

z1 - z2 = (x1 - x2) + ( y1 - y2)i，
根據複數絕對值的定義，可得

|z1 - z2| =     (x1 - x2)2 + ( y1 - y2)2
。

因此，|z1 - z2|的幾何意涵為
複數平面上 z1與 z2兩點的距離。

在複數平面上，設 z1 = 3 - 2i , z2 = - 3i。

1 求 |z1| , |z2| , |z1 - z2|的值。　　　　　2 求 z1與 z2兩點的距離。

例題 7

1  根據複數絕對值的定義，得

 |z1| = |3 - 2i| =     32 + ( - 2)2 =   13；

 |z2| = | - 3i| = |0 + ( - 3)i| =     02 + ( - 3)2 = 3；

 |z1 -z2| = |(3-2i) - ( -3i)| = |3+ i| =     32 +12 =   10。

2  複數 z1 與 z2 兩點的距離為 |z1 - z2| =   10。

▲圖 7

O

x + yi

|x + yi |  =  x2+y2

y   (虛軸)

x   (實軸)

O

|z 1 - z2|  

z2

y   (虛軸)

x   (實軸)

z 1

▲圖 8

解

O x   (實軸)

y   (虛軸)

z 1  (3 - 2i)
z2  (-3i) | z 1 - z2|  

| z 1|  

| z 2|  

59

3複數與複數平面

已知 z = 3 + 4i，且 z表複數 z的共軛複數，求下列各絕對值。

1 |z|。　　　　　2 | z |。　　　　　3 | z - z |。

隨堂練習

　　一些以前學過的簡單幾何圖形也可以用複數與它的絕對值來表示，舉例如

下。

在複數平面上，所有滿足方程式 |z - i| = |z + 1|的複數 z形成什麼圖形？

例題 8

 解法一 

將方程式 |z - i| = |z + 1|改寫為

|z - (0 + i)| = |z - ( - 1 + 0i)|，

由此可知，複數平面上點 P(z) 分別到點

A(0 + i) = A(i) 與 點 B( - 1 + 0i) = B( - 1) 的 距

離相等；也就是說，

點 P(z) 位在 AB 的中垂線上。

反之，位在 AB 中垂線上的點也都滿足此方程式。

因此，所有滿足方程式的複數 z 會形成 AB 的中垂線。

故其圖形為一直線。

解

OB(-1)

A(i)

P(z)

y   (虛軸)

x   (實軸)

58

補充例題

 求
( ) ( )
( ) ( )
1 2 2 3
3 2 3 4

2 3

3 2
+ +

− +

i i
i i

的

 值。

 解：
( ) ( )
( ) ( )
1 2 2 3
3 2 3 4

2 3

3 2
+ +

− +

i i
i i

   =
+ +

− +

| | | |
| | | |
1 2 2 3
3 2 3 4

2 3

3 2
i i
i i

   =
( ) × ( )

( ) ×

5 13

13 5

2 3

3 2

   =
1
5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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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與複數平面

　　在數線上，|x|表示點 P(x) 與原點的距離。在複

數平面上，我們將複數 z = x + yi 的絕對值規定為點

(x , y) 與原點 (0 , 0) 的距離，並表示成

|z| = |x + yi| =     x2 + y2
。

複數 z = x + yi的絕對值為 |z| =     x2 + y2
。

複數絕對值的定義

　　給定兩複數 z1 = x1 + y1i , z2 = x2 + y2i，其差為

z1 - z2 = (x1 - x2) + ( y1 - y2)i，
根據複數絕對值的定義，可得

|z1 - z2| =     (x1 - x2)2 + ( y1 - y2)2
。

因此，|z1 - z2|的幾何意涵為
複數平面上 z1與 z2兩點的距離。

在複數平面上，設 z1 = 3 - 2i , z2 = - 3i。

1 求 |z1| , |z2| , |z1 - z2|的值。　　　　　2 求 z1與 z2兩點的距離。

例題 7

1  根據複數絕對值的定義，得

 |z1| = |3 - 2i| =     32 + ( - 2)2 =   13；

 |z2| = | - 3i| = |0 + ( - 3)i| =     02 + ( - 3)2 = 3；

 |z1 -z2| = |(3-2i) - ( -3i)| = |3+ i| =     32 +12 =   10。

2  複數 z1 與 z2 兩點的距離為 |z1 - z2| =   10。

▲圖 7

O

x + yi

|x + yi |  =  x2+y2

y   (虛軸)

x   (實軸)

O

|z 1 - z2|  

z2

y   (虛軸)

x   (實軸)

z 1

▲圖 8

解

O x   (實軸)

y   (虛軸)

z 1  (3 - 2i)
z2  (-3i) | z 1 - z2|  

| z 1|  

| z 2|  

59

3複數與複數平面

已知 z = 3 + 4i，且 z表複數 z的共軛複數，求下列各絕對值。

1 |z|。　　　　　2 | z |。　　　　　3 | z - z |。

隨堂練習

　　一些以前學過的簡單幾何圖形也可以用複數與它的絕對值來表示，舉例如

下。

在複數平面上，所有滿足方程式 |z - i| = |z + 1|的複數 z形成什麼圖形？

例題 8

 解法一 

將方程式 |z - i| = |z + 1|改寫為

|z - (0 + i)| = |z - ( - 1 + 0i)|，

由此可知，複數平面上點 P(z) 分別到點

A(0 + i) = A(i) 與 點 B( - 1 + 0i) = B( - 1) 的 距

離相等；也就是說，

點 P(z) 位在 AB 的中垂線上。

反之，位在 AB 中垂線上的點也都滿足此方程式。

因此，所有滿足方程式的複數 z 會形成 AB 的中垂線。

故其圖形為一直線。

解

OB(-1)

A(i)

P(z)

y   (虛軸)

x   (實軸)

59

教學小提醒

 本題提供代數與幾何兩個

觀點的解法，老師可以互

相搭配說明。

11

隨堂練習解答

 1 根據複數絕對值的定義，得 z = + =3 4 52 2
。

 2 因為 z i= −3 4 ，所以 z = + −( ) =3 4 52 2
。

 3 因為 z z i− = 8 ，所以 z z− = + =0 8 82 2
。

1

1 5　2 5　3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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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與複數平面

 解法二 

設 z = x + yi（x , y 為實數）。因為 |z - i| = |z + 1|，所以

|x + ( y - 1)i| = |(x + 1) + yi|。

根據複數絕對值的定義，得

    x2+ ( y - 1)2 =     (x + 1)2+ y2
，

將等號兩邊平方後整理得

x2+ y2- 2y + 1 = x2+ 2x + 1 + y2
，

化簡得

x + y = 0。

反之，若 x + y = 0，則 z = x + yi = x - xi 也滿足方程式 |z - i| = |z + 1|。

故所有滿足方程式的複數 z 所形成的圖形為一直線（即解法一中 AB 的

中垂線）。

在複數平面上，所有滿足方程式 |z - 1 - i| = 2的複數 z形成什麼圖形？

隨堂練習

61

3複數與複數平面

　　最後來看一道應用問題。

如圖，假設行星 E 以圓形軌道環繞恆星 S，在此軌

道平面上，當物體被放在 L1、L2、L3、L4、L5這五

點的任何一點時，兩星球作用在此物體上的引力剛

好會互相抵銷，並使得物體與這兩星球的相對位置

保持不變，這五個點稱為拉格朗日點。今將 S 置於

複數平面的原點且已知 E對應的複數為 2 + 8    3i，試

回答下列各問題。

1  選出行星 E軌道半徑的長度。（單選）

 1 7　2 7    3　3 14　4 14    2　5 14    3。

2  已知 L1對應的複數為
12
7

+
48
7

   3i，求 L1E的長度。

3  已知 L3與 E的中點為 S，求 L3所對應的複數。

E

L3

L5

L4 L1

L2

S

例題 9

1  軌道半徑為 SE = |2 + 8    3i| =    22+ (8    3)2 = 14。故選 3。

2  根據複數絕對值的定義，得

L1E = |(2+8   3i)- ( 12
7

+ 48
7

   3i)| = | 2
7
+ 8

7
   3i| =    ( 2

7 )2
+ ( 8

7
   3)2

= 2。

3   因為 L3 與 E 的中點為 S，所以可以

先將 E 對應的複數 2 + 8    3i 對實軸做

對稱得到 E' (2 - 8    3i)，再將 2 - 8    3i

對虛軸做對稱，如圖所示，便可得到

L3 所對應的複數為 - 2 - 8    3i。

解

S x (實軸)

y (虛軸)

E(2+8 3i)

E'(2-8 3i)L3(-2-8 3i)

60

隨堂練習解答

 將方程式 z i− − =1 2改寫為 z i− +( ) =1 2，

 由此可知，複數平面上點 P z( )到點 A i1+( )的距離等於 2；

 也就是說，點 P z( )位在以 A 為圓心、半徑為 2 的圓上。

 反之，位在以 A 為圓心、半徑為 2 的圓上的點也都滿足此方程式。

 因此，所有滿足方程式的複數 z會形成以 A 為圓心、半徑為 2 的圓。

 故其圖形為一圓。

1

一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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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與複數平面

 解法二 

設 z = x + yi（x , y 為實數）。因為 |z - i| = |z + 1|，所以

|x + ( y - 1)i| = |(x + 1) + yi|。

根據複數絕對值的定義，得

    x2+ ( y - 1)2 =     (x + 1)2+ y2
，

將等號兩邊平方後整理得

x2+ y2- 2y + 1 = x2+ 2x + 1 + y2
，

化簡得

x + y = 0。

反之，若 x + y = 0，則 z = x + yi = x - xi 也滿足方程式 |z - i| = |z + 1|。

故所有滿足方程式的複數 z 所形成的圖形為一直線（即解法一中 AB 的

中垂線）。

在複數平面上，所有滿足方程式 |z - 1 - i| = 2的複數 z形成什麼圖形？

隨堂練習

61

3複數與複數平面

　　最後來看一道應用問題。

如圖，假設行星 E 以圓形軌道環繞恆星 S，在此軌

道平面上，當物體被放在 L1、L2、L3、L4、L5這五

點的任何一點時，兩星球作用在此物體上的引力剛

好會互相抵銷，並使得物體與這兩星球的相對位置

保持不變，這五個點稱為拉格朗日點。今將 S 置於

複數平面的原點且已知 E對應的複數為 2 + 8    3i，試

回答下列各問題。

1  選出行星 E軌道半徑的長度。（單選）

 1 7　2 7    3　3 14　4 14    2　5 14    3。

2  已知 L1對應的複數為
12
7

+
48
7

   3i，求 L1E的長度。

3  已知 L3與 E的中點為 S，求 L3所對應的複數。

E

L3

L5

L4 L1

L2

S

例題 9

1  軌道半徑為 SE = |2 + 8    3i| =    22+ (8    3)2 = 14。故選 3。

2  根據複數絕對值的定義，得

L1E = |(2+8   3i)- ( 12
7

+ 48
7

   3i)| = | 2
7
+ 8

7
   3i| =    ( 2

7 )2
+ ( 8

7
   3)2

= 2。

3   因為 L3 與 E 的中點為 S，所以可以

先將 E 對應的複數 2 + 8    3i 對實軸做

對稱得到 E' (2 - 8    3i)，再將 2 - 8    3i

對虛軸做對稱，如圖所示，便可得到

L3 所對應的複數為 - 2 - 8    3i。

解

S x (實軸)

y (虛軸)

E(2+8 3i)

E'(2-8 3i)L3(-2-8 3i)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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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與複數平面

習題

雪花是自然界中冰的一種結晶，其六個雪柱

的頂點構成正六邊形。將此雪花的中心點貼

合在複數平面的原點，如右圖所示。設其中

相鄰的三個雪柱頂點所對應之複數分別為 

4    3 + 10i , - 3  3 + 11i與 7  3 - i。

1  求此正六邊形的邊長。

2  求另外三個雪柱的頂點所對應之複數。

O

-3 3 + 11i 4 3 + 10i

7 3 -  i

y   (虛軸)

x   (實軸)

隨堂練習

　　拉格朗日點是天體力學中數學分析的應用，在

1767 年，數學家歐拉先推算出其中三個點（如圖

中的 L1、L2、L3），之後在 1772 年數學家拉格朗

日推算出另外兩個點（L4與 L5），也就是說，總

共有五個位置可以放入小物體，並使得該物體與這

兩星球的相對位置保持不變。

　　雖然在 18 世紀數學家們就已經推算出拉格朗日點，但直到 1906 年

人類才透過天文觀測發現位於木星與太陽的拉格朗日點上之第 588 號小

行星。近期，拉格朗日點被應用在太空望遠鏡上，例如月球與地球的拉

格朗日點 L2已經被列入可能可以設置太空望遠鏡的點，此點位於月球背

面，可協助我們探索月球背面的資訊。

　　在拉格朗日點上的太空望遠鏡不需要太多的燃料便可與月球與地球

的相對位置保持不變，以穩定地進行長時間的觀測。

數學超展開

62

1 2 37  2 − −4 3 10i  , 3 3 11− i與 − +7 3 i

1

隨堂練習解答

 1 正六邊形的邊長為 7 3 4 3 10 3 3 11 3 3 11 2 37
2 2

−( ) − +( ) = − = ( ) + −( ) =i i i 。

 2 另外三個雪柱的頂點所對應之複數分別為 − −4 3 10i  , 3 3 11− i與 − +7 3 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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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與複數平面

習題

雪花是自然界中冰的一種結晶，其六個雪柱

的頂點構成正六邊形。將此雪花的中心點貼

合在複數平面的原點，如右圖所示。設其中

相鄰的三個雪柱頂點所對應之複數分別為 

4    3 + 10i , - 3  3 + 11i與 7  3 - i。

1  求此正六邊形的邊長。

2  求另外三個雪柱的頂點所對應之複數。

O

-3 3 + 11i 4 3 + 10i

7 3 -  i

y   (虛軸)

x   (實軸)

隨堂練習

　　拉格朗日點是天體力學中數學分析的應用，在

1767 年，數學家歐拉先推算出其中三個點（如圖

中的 L1、L2、L3），之後在 1772 年數學家拉格朗

日推算出另外兩個點（L4與 L5），也就是說，總

共有五個位置可以放入小物體，並使得該物體與這

兩星球的相對位置保持不變。

　　雖然在 18 世紀數學家們就已經推算出拉格朗日點，但直到 1906 年

人類才透過天文觀測發現位於木星與太陽的拉格朗日點上之第 588 號小

行星。近期，拉格朗日點被應用在太空望遠鏡上，例如月球與地球的拉

格朗日點 L2已經被列入可能可以設置太空望遠鏡的點，此點位於月球背

面，可協助我們探索月球背面的資訊。

　　在拉格朗日點上的太空望遠鏡不需要太多的燃料便可與月球與地球

的相對位置保持不變，以穩定地進行長時間的觀測。

數學超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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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與複數平面

習題解答

觀念澄清

1 ○ ： i i i i17 4 4
= ( ) =× 。

2 ×： − − = = −3 5 3 5 15× ×i i 。

3 ○ ： 3 4 3 4 52 2
+ = + =i  , − = + −( ) =5 0 5 52 2i 。

一、基礎題

1 將原式整理成 3 2 2 2 17 2a b a b i i+( ) + −( ) = − ，

 根據複數的相等，得
3 2 17
2 2 2
a b
a b

+ =

− = −







，解得 a = 3  , b = 4。

2 1 2 3 3 5 2 3 3 5 5 8−( ) − − +( ) = +( ) + − −( ) = −i i i i。

 2 
2
1

2 1
1 1

2 1 2 1
1

1 3
2

1
2

3
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i

i i
i i

i
i

i i。

 3 i i i i i i3 6 3 3 3 91 1 1 1 1+( ) − +( ) = ( ) + = + = + 。

3 1 B i− +( )12 5  , C i− −( )12 5 。

 2 OA z= = + =12 5 132 2
。

63

3複數與複數平面

習題3

63

觀念澄清

下列敘述對的打「○」，錯的打「×」。

 1  i17 = i。

 2    - 3×   - 5 =   15。

 3  |3 + 4i | = | - 5i |。

一、基礎題

已知實數 a , b滿足 (3 + 2i )a + (2 - 2i )b = 17 - 2i，求 a , b的值。

將下列複數化成 a + bi（其中 a , b為實數）的形式。

1 (2 - 3i ) - ( - 3 + 5i )。　　　2
2- i
1+ i
。　　　3 ( i3+ 1) ( i6- i3+ 1)。

如右圖，矩形 ABCD的四邊平行坐標軸，中心

在原點 O。設 A點所對應的複數為 z = 12 + 5i。

1  求 B , C兩點所對應的複數。

2  求 OA的長度。

1

2

B

C D
O

A(z)

x   (實軸)

y   (虛軸)3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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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複數與複數平面

習題3

63

觀念澄清

下列敘述對的打「○」，錯的打「×」。

 1  i17 = i。

 2    - 3×   - 5 =   15。

 3  |3 + 4i | = | - 5i |。

一、基礎題

已知實數 a , b滿足 (3 + 2i )a + (2 - 2i )b = 17 - 2i，求 a , b的值。

將下列複數化成 a + bi（其中 a , b為實數）的形式。

1 (2 - 3i ) - ( - 3 + 5i )。　　　2
2- i
1+ i
。　　　3 ( i3+ 1) ( i6- i3+ 1)。

如右圖，矩形 ABCD的四邊平行坐標軸，中心

在原點 O。設 A點所對應的複數為 z = 12 + 5i。

1  求 B , C兩點所對應的複數。

2  求 OA的長度。

1

2

B

C D
O

A(z)

x   (實軸)

y   (虛軸)3

1 ○　2 ×　3 ○

a = 3  , b = 4

1 5 8− i　2
1
2

3
2

− i　31+ i

1 B i− +( )12 5  , C i− −( )12 5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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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64

複數與複數平面

習題習題 習題

64

已知複數 z滿足 z-2
z+2

= i，求 |z |的值。

右圖的捕夢網為北美文化中常見的手工藝品，圓上

的十二個珠子構成正十二邊形，圓形下方垂掛四根

羽毛作為裝飾。今將此捕夢網的圓心貼合在複數平

面的原點且設紅色羽毛末端為 A 點。設綠色珠子所

對應的複數為 1 + 7i，且每根羽毛的長度均為 2。

1  求紅色珠子所對應之複數。

2  求紅色羽毛末端 A點所對應之複數。

二、進階題

設 a , b為實數，且 a-3i
1+ i

的共軛複數為 6 + bi，求 a , b的值。

4

5

6

2

1 − −1 7i　2 − −1 9i

a =15  , b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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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與複數平面 3
4 因為將 z

z
i−

+

=
2
2

移項整理得 z i
i

i i
i i

i i=
+

−

=
+( ) +( )

−( ) +( )
= =

2 2
1

2 2 1
1 1

4
2

2 ，

 所以 z = 2。
5 1 紅色珠子所對應之複數為 − −1 7i。

 2 紅色羽毛末端所對應之複數為 − −( ) − = − −1 7 2 1 9i i i。

二、進階題

6 因為 a i
i

a i i
i i

a a i−

+

=
−( ) −( )

+( ) −( )
=

−( ) − +( )3
1

3 1
1 1

3 3
2

的共軛複數為 6 + bi，

 所以

a

a b

−
=

+
=













3
2

6

3
2

 
1

2
由1得 a =15，代入2得 b = 9。

64-164

複數與複數平面

習題習題 習題

64

已知複數 z滿足 z-2
z+2

= i，求 |z |的值。

右圖的捕夢網為北美文化中常見的手工藝品，圓上

的十二個珠子構成正十二邊形，圓形下方垂掛四根

羽毛作為裝飾。今將此捕夢網的圓心貼合在複數平

面的原點且設紅色羽毛末端為 A 點。設綠色珠子所

對應的複數為 1 + 7i，且每根羽毛的長度均為 2。

1  求紅色珠子所對應之複數。

2  求紅色羽毛末端 A點所對應之複數。

二、進階題

設 a , b為實數，且 a-3i
1+ i

的共軛複數為 6 + bi，求 a , b的值。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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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與複數平面

7 因為 a bi a abi bi a b abi i+( ) = + + ( ) = −( ) + = +
2 2 2 2 22 2 8 6 ，

 所以 a b
ab

2 2 8
2 6

− =

=








 1

2
　由2得 b

a
=

3
，代入1得 a

a
2

2
9 8− = ，

 整理得 a a4 28 9 0− − = ，因式分解得 a a2 29 1 0−( ) +( ) = ，

 解得 a2 9= 或 −1（ −1不合），即 a = ±3。

 代入 b
a

=
3
可得

 1 當 a = 3時， b = 1

 2 當 a = −3時， b = −1。
8 設 z x yi= + ，其中 x , y為實數。

 因為 z z− + =4 1 3 2: : ，所以 x yi x yi−( ) + +( ) + =4 1 3 2: : 。

 由複數絕對值的定義，得 x y x y−( ) + +( ) + =4 1 3 22 2 2 2: : ，

 整理得 9 1 4 42 2 2 2x y x y+( ) +( ) = −( ) +( )，

 展開得 x x y2 210 11+ + = ，可得 x y+( ) + =5 362 2
，

 因為 x y+( ) + =5 362 2
的圖形為一圓，所以所有滿足方程式的複數 z形成的圖形為一圓。

 故選3。

9 設 z x yi= + ， x y, 皆為正實數，且由圖可知 x y2 2 1+ > 。

 1 因為 z x yi= − ，所以對應的點為 D。

 2 因為 − = − −z x yi，所以對應的點為 B。

 3 因為 i z i x yi y xi⋅ = +( ) = − +× ，所以對應的點為 C。

 故對應的關係如下圖所示。

z‧ ‧A

z‧ ‧B

−z‧ ‧C

i z⋅ ‧ ‧D

65-1

習題習題

65

習題

已知實數 a , b滿足 (a + bi )2 = 8 + 6i，求 a , b的值。

在複數平面上，所有滿足方程式 | z - 4 | : | z + 1 | = 3 : 2的複數 z 形成什麼圖

形？

1 點　2 直線　3 圓　4 拋物線。

在複數平面上，複數 z 所對應的 A 點在單位圓

O 外，如圖所示。連連看：分別將下列左邊的

3個複數連到它們在複數平面上所對應的點。

 z‧  ‧A

 z‧  ‧B

 - z‧  ‧C

 i・z‧  ‧D

7

8

A

B

C

D

O

y   (虛軸)

x   (實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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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習題習題

65

習題

已知實數 a , b滿足 (a + bi )2 = 8 + 6i，求 a , b的值。

在複數平面上，所有滿足方程式 | z - 4 | : | z + 1 | = 3 : 2的複數 z 形成什麼圖

形？

1 點　2 直線　3 圓　4 拋物線。

在複數平面上，複數 z 所對應的 A 點在單位圓

O 外，如圖所示。連連看：分別將下列左邊的

3個複數連到它們在複數平面上所對應的點。

 z‧  ‧A

 z‧  ‧B

 - z‧  ‧C

 i・z‧  ‧D

7

8

A

B

C

D

O

y   (虛軸)

x   (實軸)

9

a = 3 , b =1或

a = −3  , b = −1

3

z‧ ‧A

z‧ ‧B

−z‧ ‧C

i z⋅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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