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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类联考数学：经典应用题型 6

集合问题

容斥原理含义：先不考虑重叠的情况，把包含于某内容中所有对象的数目先计算出来，然后把计算的重合

数目排斥出去，使得计算的结果既无遗漏又无重复，这种计数的方法称为容斥原理。

1.如果被计数的事物有 A，B两类，那么 A∪B＝A＋B－A∩B.

【注意】A＋B表示 A的个数加上 B的个数，这个总数里，可能有重合的元素个数。

2.文氏图

解决简单的两类被计数事物之间的重叠问题时，采用文氏图会更加便捷

之间。如图所示，左边圆圈表示 A，右边圆圈表示 B，中间部分表示 A

与 B的交集，即 A∪B＝A＋B－A∩B。

【真题剖析】

例：张老师到一所中学进行招生咨询，上午接到了 45名同学的咨询，其中的 9位同学下午又咨询了张老师，

占张老师下午咨询学生的 10%。—天中向张老师咨询的学生人

数为（ ）。

A. 81 名 B. 90名 C. 115名 D. 126名 E. 135名

【解析】D。本题考查的是集合问题。根据题意下午咨询的人数为：9÷10%=90（人），上午咨询的人数为

45人，但因为有 9人上午下午都咨询了，因此这 9人重复计算了，利用充斥定理公式：A∪B＝A＋B－A∩B，

一天咨询的总人数应该为 45+90－9=126人。

1. 如果被计数的事物有 A，B，C 三类，那么 A∪B∪C＝A＋B+C－

A∩B－B∩C－C∩A+A∩B∩C.

【注意】A＋B＋C表示 A的个数加上 B的个数再加上 C的个数，

这个总数里，可能有重合的元素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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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氏图

解决简单的两类被计数事物之间的重叠问题时，采用文氏图会更加便捷之间。如图所示，左边圆圈表

示A，右边圆圈表示 B，中间部分表示 A与 B的交集，即A∪B∪C＝A＋B+C－A∩B－B∩C－C∩A+A∩B∩C。

【真题剖析】

例：有 96位顾客至少购买了甲、乙、丙三种商品中的一种。经调查，同时购买了甲、乙两种 商品的有 8

位，同时购买了甲、丙两种商品的有 12位，同时购买了乙、丙两种商品的有 6位，同时购买了三种商品的

有 2位，则仅购买一种商品的顾客有（ ）。

A. 70 位 B. 72 位 C. 74 位 D. 76 位 E. 82 位

【解析】 C。本题考查的是集合问题。题中出现的三类事物甲，乙和丙商品分别为

事物 A，B，C，这三类事物中间有重叠部分，则根据容斥问题的公式，结合右侧文

氏图，题目所求部分 = A + B + C − A ∩ B− A ∩ C − B ∩ C+ 2 × A ∩ B ∩ C。由题意

可知，A+ B + C = 96，A ∩ B = 8，A ∩ C = 12，B ∩ C = 6，A ∩ B ∩ C = 2，因此仅

购买一种商品的顾客人数为：96−8− 12 − 6 + 2 × 2 =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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