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题技巧之不定方程

在公务员行测考试当中，数量关系中的一些题目会利用不定方程去解决，所以今天给大

家讲解一下解不定方程的几种方法和技巧。所谓不定方程，指未知数个数大于方程个数的方

程，比如方程 Ax+By=C中，两个未知数，一个方程，这就是不定方程。不定方程作为一种

解题的方法，在某些题目中有助于快速地解题，所以在公务员考试当中，不定方程也会帮助

大家去解决数量关系中的一些题目。

严格意义上来讲，不定方程不能求解，因为缺少条件。所以在求解不定方程时，为了计

算出答案，必须得补充条件，那补充的条件来自哪里呢？

1、选项。也就是将选项作为补充条件代入题干中，即代入排除法；

2、数字本身。即从不定方程本身去补充条件代，利用数字特性（倍数特性、尾数特性、

奇偶性）去解题。

下面将通过几个具体的例题，让大家感受一下在真题中是如何利用不定方程快速解题

的。首先是第一种解法：代入排除法，看例题 1。

【例题 1】设 a，b均为正整数，且有等式 11a＋7b =132 成立，则 a的值为（ ）。

A.6 B.4

C.3 D.5

【答案】D

【解析】已知等式 11a+7b=132，需求解 a值，可以直接采用代入排除法来计算出 a、b

的数值。观察选项，数据由大到小为 6、5、4、3，首先代入 A选项 6，验证不符合题干；

然后代入 D选项 5，求得 b=11，所以 a=5符合题意。因此，本题选项为 D。

例题 1是利用代入排除法解不定方程的问题，那接下来学习一下怎样利用数字特性去解

题，看例题 2。

【例题 2】甲、乙两种笔的单价分别为 7元、3元，某小学用 60元钱买这两种笔作为学

科竞赛一、二等奖奖品，钱恰好用完，则这两种笔最多可买的支数是（ ）。

A.12 B.13

C.16 D.18

【答案】C

【解析】此题可用倍数特性去求解。若两种笔买的支数最多，则甲买的支数少，乙买的

支数多，如果都买乙，则买 20支，无此选项，所以肯定买了甲。设甲买 x支，乙买 y支，

则有不定方程：7x＋3y＝60。7x=3（20－y），3 和 7互质，则 7x必为 3的倍数，所以 x可

取 3、6，但是 x值应该尽量小，所以取 x=3，对应 y=13，两种笔最多可买的支数为 3＋13=16。

因此，本题选项为 C。

此时再观察例题 1，发现该题也可利用倍数特性去求解。a、b均为正整数，且 132=11×12，

因为 11a为 11的倍数，那么 7b必为 11的倍数，则 b=11，可解得 a=5。利用倍数特性解题

速度很快。



数字特性除了倍数特性外，还有一种是尾数特性，具体应用看例题 3。

【例题 3】超市将 99个苹果装进两种包装盒，大包装盒每个装 12个苹果，小包装盒每

个装 5个苹果，共用了十多个盒子刚好装完。问两种包装盒相差（ ）个 。

A.3 B.4

C.7 D.13

【答案】D

【解析一】设有大包装盒 x个，小包装盒 y个，根据题意可知，12x+5y=99。观察发现

5y的尾数是 0 或者 5，如果是尾数为 0，12x 的尾数就是 9，但是 12x尾数不可能是 9，则

5y的尾数只能是 5，此时 12x的尾数是 4，x=2 或 7。当 x=2时，y=15，符合题意，故两种

包装盒相差 15-2=13个；当 x=7时，y=3，此时 x+y=10，不符合题干中“共用了十多个盒子”

的要求。因此，本题选项为 D。

【解析二】该题也可以利用奇偶性去求解。设有大包装盒 x个，小包装盒 y个，根据题

意可知，12x+5y=99，根据奇偶性可知，99是奇数，12是偶数，那么 5y是一个奇数，y 取

值可以是 1、3、5……这些数，代入方程中发现只有下面当 y=15、x=2时符合题意，故两种

包装盒相差 15-2=13个。因此，本题选项为 D。

以上就是对于不定方程解法的简介，主要是利用代入排除法和数字特性进行解题，考生

要根据题意，灵活地运用这几种方法，请大家课后多加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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