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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类联考数学：排列组合常考模型

1. 相邻问题捆绑法

先将相邻元素“捆绑”，看成一个元素与其他元素排列，再将这些相邻元素“松绑”，自身进行排列。

例：甲、乙等 10 名同学排一列，甲、乙必相邻，共有（ ）种排法。

A. 2!9! B. 8!2! C. 7!2! D. 10! E. 3!7!

【解析】A。先将甲、乙“捆绑”，看成一个人与其余 8 个人进行排列，也就是 9个人全排列，有 9!种不同

的排法。再将甲、乙“松绑”，自身进行排列，有 2!种不同排法。故总计有 2!9!种不同排法。

2. 不相邻问题插空法

先不考虑不能相邻的元素，把其余元素做全排列，再将不能相邻的元素插入已经排好的元素间和两端的空

隙中。

例：甲、乙等 10 名同学排一列，甲、乙必不相邻，共有（ ）种排法。

A. 10! B. 2!9! C. 72 × 8! D. 56 × 8! E. 64 × 8!

【解析】C。先不考虑甲、乙，将其余 8 人全排列，共 8!种排法，8 个人形成了 9个空隙（包括两端），将甲、

乙插入 9 个空位共有：9× 8 = 72（种）插法，故总计 72 × 8!种不同的排法。

3. 相同元素分配挡板法

将相同元素分给不同对象，先将元素一字排开，再从空格中选出需要的个数插入挡板，将元素分成若干份，

可使每个对象至少分得一个元素。

例：10 瓶相同饮料分给 3个人，每人至少 1瓶，则有（ ）种分法。

A. 72 B. 36 C. 55 D. 56 E. 80

【解析】C。将 10 瓶饮料一字排开，形成 9 个空格（不包括两端）。要把饮料分成 3段，从 9个空格中选 2

个插入挡板即可。共有：�9
2 = 36（种）。

4. 环形排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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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个不同元素做环形排列，共有(� ꚠ 1)!种排法。如果从 �个不同元素中选取 �个元素做环形排列，则共

有
��
�

�
种排法。如 16个人围桌而坐，共有 16ꚠ 1 ! = 15!（种）不同坐法。

5. 平均分堆问题

平均分堆时，出现数量相同的堆，有几堆则除以几的阶乘。若指定了接收对象，则先分堆，再排序。

例：有六本不同的书，则共有 15 种分法。

（1）平均分为三堆。 （2）平均分配给甲、乙、丙三人。

【解析】A。条件一：
�6
2�4

2�2
2

3!
= 15（种）；条件二：

�6
2�4

2�2
2

�3
3 �3

3 = 90（种）。

6. 不同元素打包分配法（分堆分配问题）

打包法是不同元素分组时，先将元素个数做正整数分解，再计算每种分解法对应的不同分组情况，最后汇

总相加。分配法是将 �个不同元素分到 �个不同位置，每个位置恰好 1 个元素。

例：6名老师分到 3个班，每班至少 1名老师，则有（ ）种分法。

A. 90 B. 540 C. 360 D. 450 E. 500

【解析】B。首先 6 = 1 + 1 + 4 = 1 + 2 + 3 = 2 + 2 + 2共三种分解方法。其次，计算每种分解对应的分组

方法数：1 + 1 + 4类型共有：
�6
1�5

1�4
4

�2
2 = 15，1 + 2 + 3类型共有：�6

1�5
2�3

3 = 60，2 + 2 + 2 类型共有：
�6
2�4

2�2
2

�3
3 = 15，

第一步打包：共 15+ 60+ 15 = 90（种）方法。第二步分配，3 组元素分到 3 个位置，共计 3!种方法，因

而总计：90 × 3! = 540（种）

7. 数字排序问题

此类问题涉及奇偶、整除、数位大小等，可采用元素位置法进行分析，注意 0 不能放在首位。

例：0~9共 10 个数字，能组成（ ）个不同的三位偶数。

A. 328 B. 256 C. 720 D. 320 E. 410

【解析】A。0 排在末位时，共有�9
2 = 72（个）。0 不排在末位时，共有�4

1�8
1�8

1 = 256（个），所以总计为 72+

256 = 32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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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房问题——允许重复排列

此类问题应区分可重复排列元素“人”和不可重复排列元素“房”进行分析。将 �个人等可能地分到�个

房间中去，共有��种方法。

例：四封信放入三个邮箱，则不同的放信方法共有（ ）种。

A. 33 B. 34 C. 43 D. 44 E. 32 × 42

【解析】B。每封信都有选择权，可以选三个邮箱中的任意一个，也就是每封信都有 3种选法。四封信就有

3 × 3 × 3 × 3 = 34种。

9. 约束条件排列问题

对有约束元素的排列问题，应按元素的性质进行分类，特殊元素或特殊位置的问题，采用特殊优先安排的

策略。

例：从 10个不同的文艺节目中选 6个编为一个节目单，如果某女演员的独唱节目一定不能排在第二个节目

的位置上，则共有（ ）种不同的排法。

A. �10
6 B. �10

5 C. 6�9
5 + �9

6 D. �9
1�9

5 E. �10
1 �9

5

【解析】D。方法一：第二个节目共有�9
1 = 9（种）排法，其他节目共有�9

5种排法，所以总计有：�9
1�9

5种排

法。

方法二：若选中该女演员上场，则她共有 5 个出场位置可选，而其他节目有�9
5种可能的排列；若该女演员

不上场则有�9
6种可能。所以共有：5�9

5 + �9
6 = �9

1�9
5（种）。

方法三：从总可能数（10 中选 6 做排列）中减去把该女演员恰好排在第二个节目的可能数，即为所求，�10
6 ꚠ

�9
5 = �9

1�9
5（种）。

10. 错排问题

该问题也称不对号入座问题，即编号 1,2，…，n 的不同元素，放入编号 1,2，…n 的不同盒子中，要求元

素编号与盒子编号不同，就叫作不对号。记忆方法：元素对号入座只有 1 种方法，不对号入座时：

（1）恰有 2 个元素不对号有 1 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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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恰有 3 个元素不对号有 2 种方法；

（3）恰有 4 个元素不对号有 9 种方法；

（4）恰有 5 个元素不对号有 44 种方法；

例：4个教师监考他们所教的 4个班级，要求每个教师不能监考自己教的班，则共有（ ）种监考方案。

A.4 B.5 C.7 D.9 E.13

【解析】D。

11. 局部有序排列问题

对某几个元素顺序确定的排列，可先把这几个元素与其他元素一起排列，再用总排列数除以这几个元素的

全排列数。这其实就是用除法来消序。

例：7人排队，其中甲、乙、丙、丁 4人顺序一定，则共有（ ）种排法。

A.210 B.215 C.220 D.225 E.230

【解析】A。方法一：利用公式：
�7
7

�4
4 = 7 × 6 × 5 = 210（种）。方法二：不考虑甲、乙、丙、丁，7 个位置三

个人坐，共有�7
3 = 210（种），剩下的 4个空位，甲乙丙丁只能按序就座，仅 1 种坐法，所以总计 210 种坐

法。

12. 正难则反问题

对于没有、全部、至多、至少等问题，往往考虑对立事件。先求出总可能数，再减去不符合条件的可能数。

例：0~9共 10个数，从中取出 3个数求和，则和为不小于 10的偶数的取法共有（ ）种。

A.49 B.50 C.51 D.52 E.53

【解析】C。三个数为偶数，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三个数全是偶数，二是一偶搭配两个奇数。从 10 中取出 3

个偶数，有�5
3 = 10（种），从 10 中取出 1偶 2奇，有�5

1�5
2 = 50（种）。题干还要求和不小于 10，可先计算

它的反面，和小于 10 的偶数，利用穷举法可知共有 9 种可能，因此符合条件的取法有：10+ 50ꚠ 9 = 51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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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分排排列问题

�个元素排成前后若干排，若无特殊要求，可按一排处理。

例：两排座位，第一排 3个座位，第二排 5个座位，若 8个学生坐，每人 1个座位，则有（ ）种不同坐

法。

A.�3
3�5

5 B.�8
3�8

5 C.�8
8 D.�3

3+ �5
5 E.�8

3 + �8
5

【解析】C。8 名学生可在前后两排任意入座，再无其他条件，所以两排座位可看作一排来处理，不同坐法

共计�8
8种。

14. 配对问题

该问题的核心在于是否成双。对不成双问题要先取双，然后从每双中取左右单只即可。

例：10双不同的鞋子，从中任取 4只，则全不成双的取法有（ ）种。

A.210 B.840 C.1680 D.3360 E.6720

【解析】D。从10双鞋中选4双，共�10
4 种取法，再从每双鞋中各取1只，分别有2种取法，所以总计24�10

4 = 3360

（种）。

15. 摸球问题

例：袋子中装有 5个白球和 6个黑球，依次取出 4个球，则第二次取得白球的取法有 3600种。

（1）每次取 1个球，取后不放回。 （2）每次取 1个球，取后放回。

【解析】A。条件（1）：若第一次取白球，可能数为：C5
1 × C4

1 × C9
1 × C8

1 = 1440（种），若第一次取黑球，

可能数为：C6
1 × C5

1 × C9
1 × C8

1 = 2160，因此共有：1440+ 2160 = 3600（种）。条件（2）：若第一次取白球，

可能数为：C5
1 × C5

1 × C11
1 × C11

1（种），若第一次取黑球，可能数为：C6
1 × C5

1 × C11
1 × C11

1 ，因此共有 6655（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