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法精讲-数量 4 

主讲教师：唐宋 

授课时间：2018.09.21 

粉笔公考·官方微信 



 

1 

 

方法精讲-数量 4（讲义） 

 

学习任务： 

1.授课内容：容斥原理、排列组合与概率 

2.时长：2.5 小时 

3.对应讲义：173页～178页 

4.重点内容： 

（1）两集合公式、三集合的标准和非标准公式，学会运用图示法去解答不

便于用公式的题目。 

（2）常用的排列、组合公式，分类与分步的区别，枚举法的适用范围。 

（3）捆绑法、插空法、插板法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步骤，错位排列的条件识

别特征并记住常见的错排数。 

（4）求概率的两种情况的解题思路，正难反易则从反面求解的技巧。 

 

第八节  容斥原理 

 

 

 

 

 

例 1（2018 天津选调生）一个停车场有 50辆汽车，其中红色轿车 35辆，夏

利轿车 28 辆，既不是红色轿车又不是夏利轿车 8 辆，问停车场有红色夏利轿车

多少辆？（  ） 

A.14 辆       B.21辆 

C.15 辆       D.22辆 

 

例 2（2018 广州）篮子里有苹果和梨两种水果若干个，将这些水果分发给

13个人，每人最少拿一个，最多拿两个不同的水果。已知有 9个人拿到了苹果，

有 8个人拿到了梨，最后全部分完。那么，有（  ）人只拿到了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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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B.5 

C.6        D.7 

 

例 3（2018 联考）某试验室通过测评Ⅰ和Ⅱ来核定产品的等级：两项测评都

不合格的为次品，仅一项测评合格的为中品，两项测评都合格的为优品。某批产

品只有测评Ⅰ合格的产品数是优品数的 2倍，测评Ⅰ合格和测评Ⅱ合格的产品数

之比为 6：5。若该批产品次品率为 10%，则该批产品的优品率为（  ）。 

A.10%        B.15% 

C.20%        D.25% 

 

例 4（2018 陕西）有关部门对 120 种抽样食品进行化验分析，结果显示，抗

氧化剂达标的有 68 种，防腐剂达标的有 77 种，漂白剂达标的有 59 种，抗氧化

剂和防腐剂都达标的有 54种，防腐剂和漂白剂都达标的有 43种，抗氧化剂和漂

白剂都达标的有 35种，三种食品添加剂都达标的有 30种，那么三种食品添加剂

都不达标的有（  ）种。 

A.14        B.15 

C.16        D.17 

E.18        F.19 

G.20        H.21 

 

例 5（2018 江西）某高校做有关碎片化学习的问卷调查，问卷回收率为 90%，

在调查对象中有 180人会利用网络课程进行学习，200人利用书本进行学习，100

人利用移动设备进行碎片化学习，同时使用三种方式学习的有 50 人，同时使用

两种方式学习的有 20 人，不存在三种方式学习都不用的人。那么，这次共发放

了多少份问卷？（  ） 

A.370        B.380 

C.390        D.400 

 

例 6（2017 江苏）某单位有 72 名职工，为丰富业余生活，拟举办书法、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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乓球和围棋培训班，要求每个职工至少参加一个班。已知三个班报名人数分别为

36、20、28，则同时报名三个班的职工数至多是（  ）。 

A.6 人        B.12人 

C.16 人       D.20人 

 

第九节  排列组合与概率 

 

一、基础题型 

例 1（2018 山西）甲、乙、丙三所学校的学生被安排在周一至周五参观某革

命纪念馆。纪念馆每天最多只能安排一所学校，其中甲学校连续参观两天，其余

学校均只参观一天，那么共有多少种安排方法？（  ） 

A.12 种       B.24种 

C.36 种       D.60种 

 

例 2（2018 广州）某部门开展年终评选工作，需从 11 名员工中评选出一名

优秀员工和两名积极员工，且优秀员工与积极员工不能为同一人，则可能会出现

的评选结果共有（  ）种。 

A.495        B.990 

C.1210        D.1980 

 

例 3（2017 四川）某交警大队的 16名民警中，男性为 10人，现要选 4人进

行夜间巡逻工作，要求男性民警不得少于 2名，问有多少种选人方法？（  ） 

A.1605        B.1520 

C.1071        D.930 

 

二、特殊题型 

 

 

 



 

4 

 

 

例 1（2015 国考）餐厅需要使用 9 升食用油，现在库房里库存有 15 桶 5 升

装的，3 桶 2 升装的，8 桶 1 升装的。问库房有多少种发货方式，能保证正好发

出餐厅所需要的 9升食用油？（  ） 

A.4        B.5 

C.6        D.7 

 

例 2（2016 国考）为加强机关文化建设，某市直属机关在系统内举办演讲比

赛，3个部门分别派出 3、2、4名选手参加比赛，要求每个部门的参赛选手比赛

顺序必须相连，问不同参赛顺序的种数在以下哪个范围之内？（  ） 

A.小于 1000      B.1000～5000 

C.5001～20000      D.大于 20000 

 

例 3（2017 云南）某兴趣组有男女生各 5名，他们都准备了表演节目。现在

需要选出 4名学生各自表演 1个节目，这 4人中既要有男生，也要有女生，且不

能由男生连续表演节目。那么，不同的节目安排有多少种？（  ） 

A.3600        B.3000 

C.2400        D.1200 

 

例 4（2014 广州）某办公室接到 15 份公文的处理任务，分配给甲、乙、丙

三名工作人员处理。假如每名工作人员处理的公文份数不得少于 3份，也不得多

于 10份，则共有多少种分配方式？（  ） 

A.15        B.18 

C.21        D.28 

 

例 5（2015 山东）某单位从下属的 5个科室各抽调了一名工作人员，交流到

其他科室，如每个科室只能接收一个人的话，有多少种不同的人员安排方式？（  ） 

A.120        B.78 

C.44        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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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概率问题 

 

 

 

 

例 1（2018 贵州）某公司将在本周一至周日连续七天举办联谊会，某员工随

机地选择其中的连续两天参加联谊会，那么他在周五至周日期间连续两天参加联

谊会的概率为（  ）。 

A.1/2        B.1/3 

C.1/4        D.1/6 

 

例 2（2018 国考）某单位的会议室有 5 排共 40 个座位，每排座位数相同。

小张和小李随机入座，则他们坐在同一排的概率（  ）。 

A.不高于 15%      B.高于 15%但低于 20% 

C.正好为 20%      D.高于 20% 

 

例 3（2018 吉林）某仓库存放三个厂家生产的同一品牌洗衣液，其中甲厂生

产的占 20%，乙厂生产的占 30%，剩余为丙厂生产的，且三个厂家的次品率分别

为 1%，2%，1%，则从仓库中随机取出一件是次品的概率为（  ）。 

A.1.6%        B.1.3% 

C.1%        D.2% 

 

例 4（2017国考）某集团企业 5个分公司分别派出 1人去集团总部参加培训，

培训后再将 5人随机分配到这 5个分公司，每个分公司只分配 1人。则 5个参加

培训的人中，有且仅有 1人在培训后返回原分公司的概率（  ）。 

A.低于 20%       B.在 20%～30%之间 

C.在 30%～35%之间     D.高于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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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精讲-数量 4（笔记） 

 

学习任务： 

1.授课内容：容斥原理、排列组合与概率 

2.时长：2.5 小时 

3.对应讲义：173页～178页 

4.重点内容： 

（1）两集合公式、三集合的标准和非标准公式，学会运用图示法去解答不

便于用公式的题目。 

（2）常用的排列、组合公式，分类与分步的区别，枚举法的适用范围。 

（3）捆绑法、插空法、插板法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步骤，错位排列的条件识

别特征并记住常见的错排数。 

（4）求概率的两种情况的解题思路，正难反易则从反面求解的技巧。 

 

第八节  容斥原理 

 

【知识点】容斥原理：生活中，常遇到多种情况有交叉的题目，公考中，可

以报国考、省考、军队考试，有多种情况，有的人会交叉报名（同时报省考、国

考），有的人只报一种，容斥原理研究的是各种情况之间包含、排斥的关系，分

为两集合、三集合。 

 

【知识点】两集合： 

1.公式：A+B-都=全-都不。要求理解，并且记忆。 

2.例：全班有 30人，22人参加国考，24人参加省考，18人同时参加国考、

省考，问未参加考试的有多少人？ 

方法一：有省考、国考两种情况，有“都”，即有交叉，多种情况有交叉，

是两集合容斥原理，在图上标出数据得到答案，或代入公式得到答案。A→国考，

B→省考，全→30人，都不→未报名的部分，代入数据：22+24-18=30-（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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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报省考的 24人=都报名的 18人+（只报省考的 6人），报国考的 22

人=都报名的 18 人+（只报名国考的 4 人），4、18、6之间无交叉，相加=4+18+6=28

人，报名的人有 28人，未报名的人数=30-28=2人。 

 

3.建议尽量使用公式法，画图标数要比代入公式慢一些。两集合容斥问题，

能用公式尽量用，用不了时再画图。 

4.画图法：出现“只”时使用画图法，如“只报省考”“只报 A”。没有则用

公式法。 

 

例 1（2018 天津选调生）一个停车场有 50辆汽车，其中红色轿车 35辆，夏

利轿车 28 辆，既不是红色轿车又不是夏利轿车 8 辆，问停车场有红色夏利轿车

多少辆？（  ） 

A.14 辆       B.21辆 

C.15 辆       D.22辆 

【解析】例 1.红色轿车为情况 A，夏利轿车为情况 B，共两种情况，“既不……

又不”是都不，问红色夏利轿车，并非第三种情况，红色夏利轿车为 A∩B，所

有的数据在公式中都有，设所求为 x，公式：A+B-都=全-都不，代入数据：

35+28-x=50-8，解方程比较慢，全部是加减法，选项尾数不同，优选尾数法，容

斥原理的式子以加法、乘法为主，几乎都可以用尾数法，尾数无负数，不够减可

以借位，3-x=2，x的尾数是 1，对应 B项。【选 B】 

【注意】天津、江苏会考这类简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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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2018 广州）篮子里有苹果和梨两种水果若干个，将这些水果分发给

13个人，每人最少拿一个，最多拿两个不同的水果。已知有 9个人拿到了苹果，

有 8个人拿到了梨，最后全部分完。那么，有（  ）人只拿到了苹果。 

A.4        B.5 

C.6        D.7 

【解析】例 2.“最多拿两个不同的水果”说明不能拿两个相同的水果，要

么拿苹果，要么拿梨，要么苹果、梨各拿一个，表述看似复杂，水果有 2种，分

别是 A、B，有的人 A、B 都拿，“最少拿一个”说明没有“都不”，即都不=0，9

个人拿到了苹果，8个人拿到了梨，“都”未知，总人数为 13人，是两集合的题

目，公式中没有“只”，根据问法“只”，优选画图，若基础好，或逻辑强，也可

以使用公式的变形，主推画图，左图中，左边是苹果，右边是梨，“都”不知道，

无法标数，代入的做法比较慢。总共 13=苹果 9+只梨→只梨=13-9=4人，都=8-4=4

人，只苹果=9-4=5 人；或右图中，阴影部分加上右边完整的圆是整体，设只苹

果为 x人，x+梨 8=总 13，x=5人。【选 B】 

 

【注意】左边的做法求出了所有的数，无论问什么都有答案，缺点是没有针

对性，可能到最后才找到所求；右边的做法将所求标上阴影，再观察，一步得到

答案，速度更快，推荐用右边的方法，左边的方法也对，但稍麻烦。 

 

例 3（2018 联考）某试验室通过测评Ⅰ和Ⅱ来核定产品的等级：两项测评都

不合格的为次品，仅一项测评合格的为中品，两项测评都合格的为优品。某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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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只有测评Ⅰ合格的产品数是优品数的 2倍，测评Ⅰ合格和测评Ⅱ合格的产品数

之比为 6：5。若该批产品次品率为 10%，则该批产品的优品率为（  ）。 

A.10%        B.15% 

C.20%        D.25% 

【解析】例 3.本题脱胎自前两年的国考题，国联考中常有相似题，大量做

题，考试时很可能碰到相似题。出现“都不”“都”，“只有测评Ⅰ合格”在公式

中不存在，考虑画图，上题中无“都不”，本题有“都不”，需要画框，标注数据，

所有的条件均是百分数，考虑赋值，建议赋值时从交叉区域开始，交叉区域是优

品，对应条件“某批产品只有测评Ⅰ合格的产品数是优品数的 2 倍”，设优品为

1 件，则只Ⅰ=2，可知Ⅰ=3，“测评Ⅰ合格和测评Ⅱ合格的产品数之比为 6：5”

→Ⅱ=2.5，赋值时尽量赋为整数，偶尔出现小数也可以做，不影响答案，不算错

即可，只Ⅱ=2.5-1=1.5，问优品率，需要知道总件数，先算次品，非次品=4.5，

“次品率为 10%”→非次品率为 90%，4.5件占 90%→次品 0.5件占 10%（可不写），

总件数为 5，优品率=优品 1/总件数 5=20%。【选 C】 

 

 

【知识点】三集合：难度上不比两集合高多少，喜欢考公式。 

1.标准型公式（中学时学习过）：A+B+C-A∩B-B∩C-C∩A+A∩B∩C=全-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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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导（更好地理解公式，记忆更深）：A、B、C 三个集合，用 A、B、C 相

加凑全集，A+B+C 覆盖了大部分数据，A+B中，A∩B被计算两次，去掉重复的一

次，同理，B∩C、C∩A重复两次，需要去重一次，故而-A∩B-B∩C-C∩A。三集

合还有三者交叉，网状部分 A∩B∩C 在 A、B、C均有，A+B+C 中 A∩B∩C 被加了

三次、-A∩B-B∩C-C∩A 时减去三次，此时没有了，需要补回，得到等式左边：

A+B+C-A∩B-B∩C-C∩A+A∩B∩C，即 A∪B∪C，考试中很少考并集，知道即可，

加上“都不”得到全部（框内的全部），将“都不”移动到等式右边，得到公式：

A+B+C-A∩B-B∩C-C∩A+A∩B∩C=全-都不。 

 

3.记忆方法：各加、去重、补漏，理解这三步便很好记忆了。A、B、C各加

一遍，两两之间的重复有三个，需要扣除三遍，中间部分加三次、减三次，需要

补漏一次，得到公式：A+B+C-A∩B-B∩C-C∩A+A∩B∩C=全-都不。 

 

例 4（2018 陕西）有关部门对 120 种抽样食品进行化验分析，结果显示，抗

氧化剂达标的有 68 种，防腐剂达标的有 77 种，漂白剂达标的有 59 种，抗氧化

剂和防腐剂都达标的有 54种，防腐剂和漂白剂都达标的有 43种，抗氧化剂和漂

白剂都达标的有 35种，三种食品添加剂都达标的有 30种，那么三种食品添加剂

都不达标的有（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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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        B.15 

C.16        D.17 

E.18        F.19 

G.20        H.21 

【解析】例 4.看上去有 8个选项，其实是送分题。有三种达标 A、B、C，“抗

氧化剂和防腐剂都达标”→A∩B，“防腐剂和漂白剂都达标”→B∩C，“抗氧化剂

和漂白剂都达标”→C∩A，“三种食品添加剂都达标”→A∩B∩C，公式中所有的

数据均有，问都不达标，代公式的题目，对号入座，不要自己变形，否则容易错，

公式：A+B+C-A∩B-B∩C-C∩A+A∩B∩C=全-都不，代入数据：68+77+59-（54+43+35）

+30=120-x，选项尾数各不相同，使用尾数法，加法一起算，4-2+0=0-x，x尾数

是 8（注意不是 2），对应 E项。【选 E】 

 

【知识点】三集合： 

1.非标准型公式：A+B+C-满足两项-满足三项*2=全-都不。该公式比上一个

短，更优，更好用。 

2.推导（推导过程平时看懂即可，考场上无需推导）：A、B、C相加为 A+B+C，

注意去重时不要重复（否则还要加回来），图中，满足 A、B 对应Ⅰ，满足 B、C

对应Ⅱ，满足 C、A 对应Ⅲ，Ⅰ、Ⅱ、Ⅲ不包含满足三项的部分，满足 A、B、C

对应Ⅴ，满足两项=Ⅰ+Ⅱ+Ⅲ，满足至少两项=Ⅰ+Ⅱ+Ⅲ+Ⅴ，注意区分，Ⅰ、Ⅱ、

Ⅲ均被算了两次，需要去掉一次，即“-（Ⅰ+Ⅱ+Ⅲ）”，再去重中间的部分Ⅴ，

去重几次取决于计算了几次，A、B、C 各计算一次，被计算三次，去掉 2Ⅴ，得

到公式：A+B+C-Ⅰ-Ⅱ-Ⅲ-Ⅴ*2=全-都不。“Ⅰ+Ⅱ+Ⅲ”是“满足两项”，“Ⅴ”是

满足三项，对应公式：A+B+C-满足两项-满足三项*2=全-都不。 



 

12 

 

 

3.例 4出现“既……又”，只能用标准型公式。 

4.标准型和非标准型的判定方法：出现“既……又”，如既 A 又 B、既黄山

又华山，使用标准型公式；无“既……又”，使用非标准型公式。 

 

例 5（2018 江西）某高校做有关碎片化学习的问卷调查，问卷回收率为 90%，

在调查对象中有 180人会利用网络课程进行学习，200人利用书本进行学习，100

人利用移动设备进行碎片化学习，同时使用三种方式学习的有 50 人，同时使用

两种方式学习的有 20 人，不存在三种方式学习都不用的人。那么，这次共发放

了多少份问卷？（  ） 

A.370        B.380 

C.390        D.400 

【解析】例 5.没有“既……又”，且没有类似说法，有三种情况，“同时使

用”说明有交叉，是三集合容斥原理，使用非标准型公式：A+B+C-满足两项-满

足三项*2=全-都不，“不存在三种方式学习都不用的人”说明都不=0，设全部为

x，代入数据：180+200+100-20-50*2=x-0，选项尾数均是 0，需要完整计算，解

得 x=360，选项中无答案，若选接近的便错了，“问卷回收率为 90%”说明拿到的

是回收的数据，回收了 360份，问发放的问卷数，发放问卷数=360/90%=400份。



 

13 

 

【选 D】 

【注意】真题很重要，要多做，真题之间会互相借鉴，故而要做好真题，本

题选项中没有 360，否则很容易掉坑。开头有额外条件，前面是百分数，后面是

容斥，一定有猫腻，做完之后要考虑 360和 90%的关系。 

 

例 6（2017 江苏）某单位有 72 名职工，为丰富业余生活，拟举办书法、乒

乓球和围棋培训班，要求每个职工至少参加一个班。已知三个班报名人数分别为

36、20、28，则同时报名三个班的职工数至多是（  ）。 

A.6 人        B.12人 

C.16 人       D.20人 

【解析】例 6.“至少参加一个”在容斥原理中是没有“都不”，在不同题型

中的想法不同，排列组合中，“至少选一个”可以选一个、选两个、选三个，用

“1-反面概率”，“至少一个”往往考反面。没有给两项的人数，也没有“既……

又”，虽然没有两项的人数，但不一定不能用非标准型公式，有 A、B、C，是三

集合容斥问题，没有“既……又”，无法使用标准公式，考虑非标公式（多一个

未知数）：A+B+C-满足两项-3*满足三项=全部-都不，设满足两项有 x人，满足三

项有 y 人，代入数据：36+20+28-x-2y=72→x+2y=12，注意此时不能直接选择 B

项。 

方法一：问 y最多是多少，两个未知数一个方程，要想让 y尽量多，总和是

定值，则 x尽量少，x 是满足两项的人，可能没有人刚好报两个班，要么报 3个

班，要么报 1 个班，故而 x 至少为 0，此时 2y 最大为 12，y 最大为 6，对应 A

项。 

方法二：考场上若无最值思维，代入选项，“最多……最少”且是不定方程，

不定方程、多位数、年龄问题往往可以用代入排除法，问“最多”，从大往小代

入，代入 B、C、D 项后，x 均为负数，人数可以为 0，但不能为负，均排除，选

择 A项。【选 A】 

【注意】集合没有特定形状，画成圆是为了好看，画图如下，A、B、C三个

集合，只有 A∩B∩C，没有两两之间的交叉，但考场上不用这样想，数字上满足

要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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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汇总】1-5：BBCED；6：A 

 

 

【小结】容斥原理（多种情况有交叉）： 

1.公式（优先考虑公式法，能用公式，尽量先用公式）： 

（1）两集合：A+B-AB=总数-都不。 

（2）三集合： 

①标准公式：A+B+C-AB-AC-BC+ABC=总数-都不。有“既……又……”时考虑

标准公式。 

②非标准公式：A+B+C-满足两项-满足三项*2=总数-都不。没有“既……

又……”时考虑非标准公式。 

③常识公式：满足一项+满足两项+满足三项=总数-都不。出现“满足一项”

时考虑常识公式，往往与非标准公式一起用。如例 5，发出 400 份问卷，收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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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份问卷，问只用一种方式的有多少人？用生活常识来想，360人要么用一种方

式，要么用两种方式，要么用三种方式，要么三种方式都不用，假设用两种方式

的有 20 人，用三种方式的有 50 人，都不有 0 人，那么用一种方式的人=360-20

-50=290 人。 

2.画图（能用公式就用公式，公式不能用，则考虑画图）：出现“只 A”，即

出现只参加某种情况的，“只 A”在公式中没有，考虑画图。满足一项与“只 A”

不一样，满足一项=只 A+只 B+只 C。 

 

（1）画圈圈，标数据。如果没有数值，给的都是比例，可以赋值，优先赋

值交叉区域（中间量）。 

（2）从里往外，注意去重。先标最里面的，先从外面开始标去重比较麻烦。

比如中间 5人，A集合有 9人，不要标 9和 5（如左图），这样会将 A集合看成是

14人，重复计算，则标数时（如右图），把 9人标在圆圈外，分成 4和 5。 

 

 

第九节  排列组合与概率 

 

【知识点】排列组合与概率：排列组合的题，考试时两极分化很严重，即难

的题目特别难，简单的题目特别简单，所以在考试过程中可以选择性的做一些题，

也可以拿到一定的分数。 

1.分类与分步： 

（1）分类（要么 A要么 B）相加。 

例：老师前段时间去安徽做培训，从北京到安徽，直接去有两种选择，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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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飞机要么坐高铁，假设飞机有 5趟直达，高铁有 3趟直达，问：老师从北京到

安徽有多少种方式？ 

答：老师从北京到安徽，要么坐飞机，要么坐高铁，“要么……要么……”

用加法，则总方式：5+3=8种。 

（2）分步（先 A后 B）相乘。 

例：老师从北京到安徽，买票太晚，没有直达票，需要在南京中转，北京到

南京有 10 种方式，南京到安徽有 8 种方式，问：整个行程从北京到南京中转再

到安徽，有多少种情况？ 

答：老师先从北京到南京，再从南京到安徽，“先……再……”用乘法，则

总情况=10*8=80 种。 

2.排列与组合： 

（1）排列：与顺序有关。从 n个元素中选出 m个，有顺序地选，即 A（n,m）

=n*（n-1）*……*（n-m+1）。 

①理解：从 n 个人中选出 m 个人去参加培训，从 n 个人中选 1 个人，有 n

种情况；再从剩下的（n-1）个人中选第 2个人，有（n-1）种情况；从剩下的（n-2）

个人中选第三个人，有（n-2）种情况……从剩下的（n-m+1）中选第 m个人，有

（n-m+1）种情况。 

②操作：A（n,m），从下标 n开始，一直往下乘 m个数，即 A（n,m）=n*（n-1）

*……*（n-m+1）。例如：A（10,3）=10*9*8；A（50,4）=50*49*48*47，排列组

合重点不是考查计算，而是考查列式，会列式即可，一般用尾数法可以快速求解。 

（2）组合：与顺序无关。从 n 个元素中选 m 个，不考虑顺序，相当于不需

要排，只需要将元素选出来即可，即 C（n,m）=[n*（n-1）*……*（n-m+1）]/[m*

（m-1）*……*1]，写出来是分数，但计算完后一定得到整数。 

①理解：A（n,m）=C（n,m）*A（m,m），两步走：先从 n 个人中选出 m 人，

考虑顺序，为 C（n,m）；再将 m个人进行排列，为 A（m,m）。“先……再……”用

乘法，即 A（n,m）=C（n,m）*A（m,m）→C（n,m）=A（n,m）/A（m,m）。 

②操作：C（n,m），分子从 n 开始往下乘 m 个数，分母从 m 开始往下乘 m 个

数，即 C（n,m）=[n*（n-1）*……*（n-m+1）]/[m*（m-1）*……*1]。 

③例：C（10,3）=（10*9*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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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例：C（8,6）=（8*7*6*5*4*3）/（6*5*4*3*2*1），如果分别从 8 和 6 往

下乘 6个数，再相除，计算复杂，观察发现，分子和分母大部分是相同的，可以

约掉，则 C（8,6）=（8*7）/（2*1,）=C（8,2），因此 C（n,m）=C（n,n-m）。如

从 8 个人中选 6 个人去扫地，不考虑顺序，相当于从 8 个人中选 2 个人不扫地，

即 C（8,6）=C（8,2）=（8*7）/（2*1）。 

（3）判定标准：从已选的主体中（m个）任意挑出两个，调换顺序： 

①有差别，与顺序有关（A）：从 8个人中选 3 个人去领一、二、三等奖，本

来甲是一等奖、乙是二等奖，调换顺序变为乙是一等奖、甲是二等奖，此时发生

变化，有差别，用 A表示，即 A（8,3）。 

②无差别，与顺序无关（C）：例如从 8个人中选 3个人参加运动会，从三个

中随便挑出两个主体，调换顺序，如选甲、乙与乙、甲，是一样的，即调换顺序

没有差别，用 C 表示，即 C（8,3）。 

③如果选的人都是做同样的事情，都是无差别的，用 C表示；如果选出的人

做的事情都不一样，则每个人都是有差别的，用 A表示。 

 

一、基础题型 

例 1（2018 山西）甲、乙、丙三所学校的学生被安排在周一至周五参观某革

命纪念馆。纪念馆每天最多只能安排一所学校，其中甲学校连续参观两天，其余

学校均只参观一天，那么共有多少种安排方法？（  ） 

A.12 种       B.24种 

C.36 种       D.60种 

【解析】例 1.周一到周五共 5 天，可以画 5 个框表示，由于甲学校连续参

观两天，其他两个学校只参观一天，则先安排甲，不能用 C（5,2），因为周一和

周五不连续，甲参观的时间可能为“周一和周二、周二和周三、周三和周四、周

四和周五”共 4 种情况。再安排乙、丙，剩下 3 天，挑 2 天给乙、丙，有顺序，

情况数为 A（3,2）=3*2=6 种。“先……再……”用乘法，故总的情况数=4*6=24

种，对应 B项。【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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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1.有特殊要求的先安排。 

2.甲学校连续参观两天，不能用 C（5,2），因为周一和周五不连续。 

 

例 2（2018 广州）某部门开展年终评选工作，需从 11 名员工中评选出一名

优秀员工和两名积极员工，且优秀员工与积极员工不能为同一人，则可能会出现

的评选结果共有（  ）种。 

A.495        B.990 

C.1210        D.1980 

【解析】例 2.“不能为同一个人”即一个人不能同时评优秀员工和积极员

工。分两步走，先选优秀员工，从 11个人中选 1个，为 C（11,1）；再选积极员

工，从剩下的 10人中选 2个，当积极员工是同样的事，没有顺序，为 C（10,2）

=（10*9）/（2*1）=45种。“先……再……”用乘法，总情况=11*45，尾数为 5，

对应 A项。【选 A】 

【注意】1.从 11个人中选 1个，为 C（11,1），也可以是 A（11,1），因为选

1个没有顺序，即 C（n,1）=A（n,1）=n。 

2.也可以先选积极员工，为 C（11,2）；再选优秀员工，为 C（9,1），答案是

一样的。 

 

例 3（2017 四川）某交警大队的 16名民警中，男性为 10人，现要选 4人进

行夜间巡逻工作，要求男性民警不得少于 2名，问有多少种选人方法？（  ） 

A.1605        B.1520 

C.1071        D.930 

【解析】例 3.根据题干，16名民警中，10人为男性，则 6人为女性。选取

4人夜间巡逻，要使男性民警不得少于 2人，则有三种情况：（1）男性 4名，从

10名男性中选 4名，都是巡逻，无顺序，有 C（10,4）种情况，C（10,4）=（10*9*8*7）

/（4*3*2*1），尾数为 0；（2）男性 3 名女性 1 名，从 10 名男性中选 3 名，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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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女性中选 1 名，“先……再……”用乘法，都是巡逻，无顺序，有 C（10,3）

*C（6,1）种情况，C（10,3）*C（6,1）=（10*9*8）/（3*2*1）*6，尾数为 0；

（3）男性 2名女性 2名，从 10名男性中选 2人，从 6名女性中选 2名，“先……

再……”用乘法，都是巡逻，无顺序，有 C（10,2）*C（6,2）种情况，C（10,2）

*C（6,2）=[（10*9）/2]*[（6*5）/2]，尾数为 5。分类用加法，则选人方法为

C（10,4）+C（10,3）*C（6,1）+C（10,2）*C（6,2）=尾数 0+尾数 0+尾数 5=尾

数 5，对应 A项。【选 A】 

【注意】1.易错方法：从 10 名男性中选 2 名，再从剩下的 14 名中选 2 人，

为 C（10,2）*C（14,2），看似是对的，但其实计算重复，是错的。如果第一种：

第一次选出甲男和乙男、第二次选出丙男和丁男；第二种：第一次选出丙男和丁男、第

二次选出甲男和乙男，两种情况重复。 

2.遇到人群分两类，如 m 个男性、n 个女性，从中选 x 个男性，y 个女性，

则男性在男性中选，女性在女性中选，就不会交叉重复出现，既 C（m,x）*C（n,y），

如果选出做同样的事，则用 C；如果选出做不同的事，则用 A。 

3.本题反面也有两种情况，总共要算三种情况，比较复杂，只有当反面特别

简单，只有一种情况时，用反面计算。 

 

【答案汇总】1-3：BAA 

 

二、特殊题型 

【知识点】特殊题型：经典题型与方法： 

1.枚举法； 

2.捆绑法； 

3.插空法； 

4.插板法； 

5.错位排列。 

 

【知识点】枚举法：凑数/选项小。排列组合中也会出现枚举法，近几年考

频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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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凑数：比如拿一堆 1毛、2毛、5毛的纸币凑一块钱，要刚好凑到这个数，

不能多也不能少。 

2.选项小：比如问有多少种发货方式，选项答案往往不到 10 种，此时不一

定要用公式，可以直接枚举。 

 

例 1（2015 国考）餐厅需要使用 9 升食用油，现在库房里库存有 15 桶 5 升

装的，3 桶 2 升装的，8 桶 1 升装的。问库房有多少种发货方式，能保证正好发

出餐厅所需要的 9升食用油？（  ） 

A.4        B.5 

C.6        D.7 

【解析】例 1.枚举法。保证发到 9 升油，必须正好是 9 升，不能多也不能

少，枚举时建议优先用最大的，最大用完之后再优先用中间大的，最后再用最小

的，有以下情况：（1）1桶 5升，2桶 2升，0桶 1升；（2）1桶 5升，1桶 2升，

2桶 1升；（3）1桶 5升，0桶 2升，4桶 1升；（4）0桶 5升，3桶 2升，3桶 1

升；此时 2 升的不能用 4 桶，因为总共只有 3 桶 2 升的。（5）0 桶 5 升，2 桶 2

升，5 桶 1 升；（6）0桶 5 升，1 桶 2 升，7桶 1 升。5 升为 0 桶时，2 升不能为

0桶，因为如果 2升为 0桶，则需要 9桶 1升，而 1升总共只有 8桶，故只有这

6种情况，对应 C项。【选 C】 

【注意】1.枚举时，大桶突然不用，小桶往往有陷阱。 

2.枚举时注意按顺序，避免出现漏举或是重复。 

 

【知识点】捆绑法：相邻。 

1.引例：甲乙丙丁戊己 6 个老师站成一排照相，要求甲乙丙 3 人必须相邻，

有（  ）种不同的站法？ 

引例解析：先把甲乙丙 3个老师捆在一起，照相谁左谁右是有顺序的，为 A

（3,3），捆完之后看成一个元素和剩下 3个老师排，为 4个元素排顺序，用 A（4,4），

分步用乘法，A（3,3）*A（4,4）=6*24。 

2.（1）先捆：把相邻的元素捆绑起来，注意内部有无顺序。 

（2）再排：将捆绑后的看成一个元素，进行后续排列。 



 

21 

 

3.A（3,3）=6，A（4,4）=24，A（5,5）=120。考试中经常会用到这三个数，

记住之后计算更方便。 

 

例 2（2016 国考）为加强机关文化建设，某市直属机关在系统内举办演讲比

赛，3个部门分别派出 3、2、4名选手参加比赛，要求每个部门的参赛选手比赛

顺序必须相连，问不同参赛顺序的种数在以下哪个范围之内？（  ） 

A.小于 1000      B.1000～5000 

C.5001～20000      D.大于 20000 

【解析】例 2.要求必须相邻，考虑捆绑法。第一步，先捆，捆的对象是每

个部门的选手，即每个部门都要捆一遍。捆绑内部有顺序，分别为 A（3,3），A

（2,2），A（4,4）。第二步，再排，相当于 3个捆完的元素再排序，为 A（3,3）。

分步用乘法，A（3,3）*A（2,2）*A（4,4）*A（3,3）=6*2*24*6≈12*100+，选

项为范围，直接估算，对应 B项。【选 B】 

【注意】联想到之前排列组合的例 1，没用捆绑法是因为时间或数字是天然

有序的，不需要用捆绑法。比如 1、2、3、4、5 这 5 天，连续两天就是（1,2），

（2,3），（3,4），（4,5），连续三天就是（1,2,3），（2,3,4），（3,4,5）；从 1～10

中取连续 3个数字，就是（1,2,3），（2,3,4）……（8，9，10）。 

 

【知识点】插空法：不相邻。 

1.注意：如果从捆绑法的反面考虑，不相邻=全部-相邻，这个公式是片面的，

只有 1种情况是对的，即如果是两个人就是对的。比如甲乙丙不相邻，反面如果

是全部-相邻，则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甲、乙、丙中间被隔开，全部不相邻，

另一种是甲乙相邻但丙被空开或乙丙相邻甲被空开，而要求的甲乙丙不相邻特指

第一种情况，用全部-相邻会出现第二种干扰的情况，因此一般不用捆绑法的反

面去做。 

2.引例：甲乙丙丁戊己庚，7个老师站成一排照相，要求甲乙丙 3人必须不

相邻，有（  ）种不同的站法？ 

引例解析：甲乙丙 3人必须不相邻，第一步，先排剩下的 4个老师，为 A（4,4），

形成 5个空位。第二步，把不相邻的 3个老师插入到 5个空位中，有顺序，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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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分步用乘法，答案为 A（4,4）*A（5,3）。 

3.（1）先排：先安排可以相邻的元素，形成若干个空位。 

（2）再插：将不相邻的元素插入到空位中。 

4.捆绑法是用来解决相邻问题，插空法用来解决不相邻问题。 

 

例 3（2017 云南）某兴趣组有男女生各 5名，他们都准备了表演节目。现在

需要选出 4名学生各自表演 1个节目，这 4人中既要有男生，也要有女生，且不

能由男生连续表演节目。那么，不同的节目安排有多少种？（  ） 

A.3600        B.3000 

C.2400        D.1200 

【解析】例 3.男女生各 5 名，选出 4 名学生，必须要男女生分开选，不然

很容易重复。有 3种情况：（1）3男 1女：要求男生不能连续表演，这种情况必

然会违反男生不连续的要求，故这种情况不需要考虑。（2）2男 2女：先选人再

排序，从 5个男生中选 2个，不考虑顺序，为 C（5,2）。同理，从 5个女生中选

2个为 C（5,2）。男生不能连续表演，则先排女生，2个女生排序为 A（2,2），形

成 3 个空，再插空，从 3 个空中选 2 个，为 A（3,2）。分步用乘法为：C（5,2）

*C（5,2）*A（2,2）*A（3,2）=10*10*2*6=1200。（3）1 男 3 女：先选人，从 5

个男生中选 1 人，为 C（5,2）。从 5 个女生中选 3 人，为 C（5,3），此时随便排

顺序男生都不能连续，为 A（4,4），分步用乘法，C（5,1）*C（5,3）*A（4,4）

=5*10*24=1200。两种情况，分类用加法，1200+1200=2400。【选 C】 

【注意】易错点：如果一边选一边排，从 5个男生中选 2个男生，从 5个女

生中选 2 个女生，都带顺序，为 A（5,2）*A（5,2），如果后面再排顺序则会重

复，如果后面不排顺序则不能保证男生不连续表演，因此要先选人再排序，不能

一边选一边排。 

 

【知识点】插板法（隔板法）：同素分配。 

1.公式：n 个相同的物品分给 m 人，每人至少分 1个，有 C（n-1,m-1）种分

法。即用插板法的前提是“n 个相同的物品分给 m 人，每人至少分 1 个”，答案

是“有 C（n-1,m-1）种分法”。例如 9 个相同的橘子分给 4 个人，每人至少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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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则 n=9，答案为 C（9-1,8-1）=C（8,3）。 

2.变形：若每人至少分 x 个，则先分（x-1）个，再将剩下的按插板法分。

插板法能保证至少分 1个，因为先分 x-1个，插板法再保证至少分 1个，则合起

来为每人至少分 x个。 

3.公式的推导思路：n个物品不含两边，共有（n-1）个空，将（m-1）个木

板插入到其中，就能将其分成 m 堆，且每堆至少 1 个。假如把 6 个物品分给 3

个人，可以把 6 个物品分为 3堆，把两个木板插在中间的空，自然分为 3个部分，

即分给 3 个人。6 个物品应该是形成 7 个空，但木板不能插在最左边和最右边，

因为此时会导致最左边或最右边的人分到 0个物品，故 6 个物品是 5个空，从 5

个空中插入 2个木板，没有顺序，为 C（5,2）。 

 

例 4（2014 广州）某办公室接到 15 份公文的处理任务，分配给甲、乙、丙

三名工作人员处理。假如每名工作人员处理的公文份数不得少于 3份，也不得多

于 10份，则共有多少种分配方式？（  ） 

A.15        B.18 

C.21        D.28 

【解析】例 4.本题默认公文是一样的，要求每名工作人员处理的公文份数

不得少于 3 份，即每个人至少分 3 份。先给每人分两份，则剩下 15-2*3=9 份。

再把 9 份进行分配，每人至少分 1 份，满足同素分配的要求，用插板法，为 C

（9-1,3-1）=C（8，2）=28种。再扣掉至多分 10份的情况，总共才 15份公文，

最少的两个人也有 3 份，则第三个人最多有 9 份，不可能违反至多份 10 份的条

件，则共有 28 种分法，对应 D项。【选 D】 

【注意】1.先每人分 2 份，只有 1 种情况，1*28=28，不影响结果，则考试

时不用考虑先分的情况数。 

2.本题如果改为不得多于 8份，则（3,3,9）这种分法违反了，此时有 C（3,1）

=3种情况，则分配方式有 28-3=25种。 

 

【知识点】错位排列：不回原位。 

1.错位排列即原来有正确的位置，由于某种原因导致不回原来位置，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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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了。如果是一个位置，不可能错；如果是两个位置：甲、乙，错位之后就只有

1种情况：乙、甲；如果是三个位置：甲、乙、丙，则错位情况有两种：乙、丙、

甲或丙、甲、乙，不可能是丙、乙、甲，因为此时乙的位置没错；如果是四个位

置，全错位有 9 种情况；如果是 5 个位置，全错位有 44 种情况；如果是 6 个位

置，全错位有 265 种情况，再往后数值更大，呈爆炸式增长。故考试时一般只会

考到 5个位置，直接记住结论即可。 

2.当元素数分别是 1、2、3、4、5时，错排数分别为 0、1、2、9、44。 

3.真题中的考法：有 4辆车分别有 4个停车位，因为灯坏了 4辆车全部停错

了，则共有 9种情况。 

 

例 5（2015 山东）某单位从下属的 5个科室各抽调了一名工作人员，交流到

其他科室，如每个科室只能接收一个人的话，有多少种不同的人员安排方式？（  ） 

A.120        B.78 

C.44        D.24 

【解析】例 5.从 5个科室各抽 1 个人到其他科室，即 5个人不回原来科室，

错位重排问题。5个人的错位重排有 44种情况，对应 C项。【选 C】 

【注意】错位重排为大学学的内容，把大学内容放在联考中考，一定不会考

的很深，直接记住结论秒杀即可。 

 

【答案汇总】1-5：CBCDC 

 

三、概率问题 

【知识点】概率问题： 

1.给情况求概率（主要考法）：概率=满足要求的情况数/总的情况数。比如

唐老师买彩票，满足中奖要求的有 100 个，总数有 1亿个，则中奖概率为 100/1

亿。概率可以表示为小数，也可表示为分数、百分数。 

2.给概率求概率（次要考法）：（1）分类：P=P1+P2+……+Pn；比如行测考 70～

80分的概率为 10%，80分以上概率为 20%，则考 70分以上的概率为 10%+20%=30%。

（2）分步：P=P1*P2*……*Pn。比如从甲地到乙地，经过 2 个路口，第一个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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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概率为 0.5，第 2 个路口红灯概率为 0.4，则从甲地到乙地连续两次遇到红

灯的概率为：0.5*0.4=0.2。和排列组合一样，分类用加法，分步用乘法，其实

概率问题就是从排列组合问题中延伸出来的。 

3.正难则反：满足的概率=1-不满足的概率。 

 

例 1（2018 贵州）某公司将在本周一至周日连续七天举办联谊会，某员工随

机地选择其中的连续两天参加联谊会，那么他在周五至周日期间连续两天参加联

谊会的概率为（  ）。 

A.1/2        B.1/3 

C.1/4        D.1/6 

【解析】例 1.时间具有天然顺序，不需要用排列组合求。周五至周日期间

连续两天的情况数有 2 种：周五周六、周六周日，7 天中连续两天的情况数有 6

种：周一周二、周二周三、周三周四、周四周五、周五周六、周六周日。P=满足

要求的情况数/总的情况数=周五至周日连续 2 天的情况数/7 天中连续 2 天的情

况数=2/6=1/3，对应 B项。【选 B】 

 

例 2（2018 国考）某单位的会议室有 5 排共 40 个座位，每排座位数相同。

小张和小李随机入座，则他们坐在同一排的概率（  ）。 

A.不高于 15%      B.高于 15%但低于 20% 

C.正好为 20%      D.高于 20% 

【解析】例 2.会议室有 5排共 40个座位，则每排有 8个座位。 

方法一：给情况求概率问题。总情况数是从 40 个座位中选 2 个座位，为 A

（40,2）,坐同排的情况数：先从 5排中选 1排为 C（5,1），再从 8个座位中选 2

个，座位有顺序，为 A（8,2），P=同排/40 选 2=C（5,1）*A（8,2）/A（40,2）

=5*8*7/（40*39）=7/39，首位商 1，次位商 8左右，对应 B项。 

方法二：先让第一个人随便选个座位，概率为 1，再让第二个人选，还剩

40-1=39 个座位，而同排座位还剩 7 个，则概率 P=同排座位/剩下座位=7/39，对

应 B项。【选 B】 

【注意】本题为近几年的热门考法，考频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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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2018 吉林）某仓库存放三个厂家生产的同一品牌洗衣液，其中甲厂生

产的占 20%，乙厂生产的占 30%，剩余为丙厂生产的，且三个厂家的次品率分别

为 1%，2%，1%，则从仓库中随机取出一件是次品的概率为（  ）。 

A.1.6%        B.1.3% 

C.1%        D.2% 

【解析】例 3.方法一：甲厂生产的占 20%，乙厂生产的占 30%，剩余为丙厂

生产的，则丙厂生产的占 50%。P=从次品中取 1 件/随便取 1 件，总产量未知，

题目中只有比例关系，考虑赋值法。赋值总产量为 1000 件，则甲厂次品为

200*1%=2 件，乙厂次品为 300*2%=6 件，丙厂次品为 500*1%=5 件，总共次品有

2+5+6=13 件，P=13/1000=1.3%，对应 B项。 

方法二：甲、乙、丙厂次品率分别为 1%，2%，1%，生产量分别占 20%，30%，

50%，分别求出次品概率为：1*20%=0.2%，2%*30%=0.6%，1%*50%=0.5%，相加为

1.3%。【选 B】 

 

例 4（2017国考）某集团企业 5个分公司分别派出 1人去集团总部参加培训，

培训后再将 5人随机分配到这 5个分公司，每个分公司只分配 1人。则 5个参加

培训的人中，有且仅有 1人在培训后返回原分公司的概率（  ）。 

A.低于 20%       B.在 20%～30%之间 

C.在 30%～35%之间     D.高于 35% 

【解析】例 4.5 个参加培训的人中，有且仅有 1 人在培训后返回原分公司，

则有 4 个人不回原公司，即错位排列问题。P=5 人中有 4 人不回原位的情况数/

总情况数，5 个人随机分配到 5 个公司，则总情况数为 A（5,5）。5 人有 4 人不

回原位，为 9 种情况，还有 1 个人回到了原公司，从 5 人中选一个为 C（5,1），

则 P=9*C（5,1）/A（5,5）=9*5/120=3/8=37.5%。【选 D】 

【注意】本题既要看错误的情况：“5人有 4人不回原位，为 9种情况”，也

要看正确的情况：“有 1个人回到了原公司”，两方面都要考虑，不能漏。 

 

【答案汇总】1-4：B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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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排列组合与概率： 

1.排列组合： 

（1）概念： 

①分类用加法（要么……要么……）。 

②分步用乘法（先……再……）。 

③有序用排列 A（不可互换）。 

④无序用组合 C（可以互换）。 

（2）题型： 

①凑数字/选项小：枚举法，不重不漏。 

②必须相邻：捆绑法，先捆再排。 

③不能相邻：插空法，先排再插。 

④至少 n个：插板法，公式+变形。 

⑤不回原位：错位排列，0/1/2/9/44。 

2.概率： 

（1）给情况求概率：满足要求的情况数/所有的情况数。 

（2）给概率求概率：分类用加法，分步用乘法。 

（3）正难反易：1-反面情况概率。 

3.概率题中优先算分母的总情况数，如果连分母都算不出来，这个题可直接

放弃。假如分母算出来为 60，而选项的分母分别为 7、12、5、14，可直接排除

分母为 7和 14 的选项，再从分母为 12和 5的两个选项中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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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测验 

 

1.（2018 湖北）A、B 两地间有三种类型列车运行，其中高速铁路动车组列

车每天 6车次，普通动车组列车每天 5车次，快速旅客列车每天 4车次。甲、乙

两人要同一天从 A地出发前往 B地。假设他们买票前没有互通信息，而且火车票

票源充足，问他们买到同一趟列车车票的概率有多大？ 

A.小于 10%       B.10%到 20%之间 

C.20%到 25%之间     D.25%到 30%之间 

【解析】课后测验 1.方法一：三趟车买票共有 6+5+4=15 种买票方法，P=C

（15趟,1趟）/（甲 15种*乙 15种）=1/15＜10%，对应 A项。 

方法二：甲随便买票，概率为 1，乙再去买和甲一趟火车，P=同 1 趟/15 种

选法=1/15＜10%，对应 A项。【选 A】 

 

2.某单位举办设有 A、B、C三个项目的趣味运动会，每位员工三个项目都可

以报名参加。经统计，共有 72 名员工报名，其中参加 A、B、C 三个项目的人数

分别为 26、32、38，三个项目都参加的有 4 人，则仅参加一个项目的员工人数

是： 

A.48        B.40 

C.52        D.44 

【解析】课后测验 2.三集合容斥原理问题。总人数为 72，只参加一项+只参

加两项+只参加三项=72-都不，“共有 72 名员工报名”说明 72 名员工都报名了，

即都不=0，只参加三项=4 人，求出只参加两项即可，用非标准型公式，A+B+C-

只参加两项-只参加三项*2=72，代入数据为：26+32+38-只参加两项-4*2=72，解

得只参加两项=16 人，只参加一项+只参加两项+只参加三项=72，则只参加一项

=72-只参加两项-只参加三项=72-16-4=52。【选 C】 

 

【注意】1.有舍有得，前提是有得到的能力，切勿将锦上添花的部分全盘放

弃。虽然考场上是有舍有得，但不能因为难题放弃所有数量题，数量题是行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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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上添花的部分，不要全盘放弃。 

2.战场上，剩者为王——剩者才能当胜者。大家能坚持到现在的都是剩者，

但还不是最终的胜者，坚持不一定能成功，但不坚持一定不能成功。 

3.方法精讲课中第一天是方法论，后三天都是一个容易题型搭配一个难的题

型，可以优先复习后三天的容易题型，比如工程问题、经济利润问题、容斥问题，

这三种题型相对简单一些，相对比较难的是行程问题、排列组合、几何问题。建

议先把简单题型掌握好，在考场上也能拿到 60%的分数。还有一些牛吃草问题等

在学霸课中会有。 

 

【答案汇总】第八节容斥原理：1-5：BBCED；6：A 

第九节排列组合与概率：基础题型 1-3：BAA；特殊题型：1-5：CBCDC；概

率问题：1-4：B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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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不一样的自己 
Be your better sel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