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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数学》第一版出版以后，经过了三年的教学实践．这次我们根据在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及积累的
经验，并广泛吸取使用本书的教师们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对第一版的内容作了修改。
同时，为了适应当前多媒体教学已大面积铺开的需要，我们编写了学生用的《高等数学多媒体学习系
统》及本教材的全部习题的解答，并将这两部分内容放在了附于书中的光盘中．参加编写高等数学多
媒体学习系统的老师有刘华平，肖亚兰，陆全，郑红婵，孟雅琴；参加编写书中练习题解答的老师有
郑红婵，周敏，崔学伟，王永忠，温金环，郭千桥。
在此，我们谨向关心本书和对第一版提出宝贵意见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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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教育大众化的新形势下，根据编者多年的教学实践，并结合“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基本要
求”而编写的。
　　全书分上、下两册。
上册内容为一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导数与微分、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不定积分、定积分、
定积分的应用、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等7 章。
上册书后附有上册部分习题答案与提示、极坐标系简介、二阶和三阶行列式简介、几种常用的曲线、
积分简表、记号说明。
下册内容为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重积分、曲线积分与曲面积分、无穷级数、微分方程等5 章。
下册书末附有下册部分习题答案与提示。
　　书中附有光盘一张，光盘的内容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与本教材配套的高等数学多媒体学习系统；
另一部分内容是本教材中全部练习题的解答（有解答过程） 。
　　本书力求结构严谨、逻辑清晰、叙述详细、通俗易懂。
全书有较多的例题，便于自学，同时注意尽量多给出一些应用实例。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工科类各专业的学生使用，也可供广大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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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高等数学（第二版）（上册）》目录： 第二版前言 第一版前言 预备知识 第一章 一元函数的极限与
连续 第一节 一元函数 第二节 数学建模简介与建立函数关系举例 第三节 极限的概念 第四节 极限的基
本性质 第五节 极限的运算法则 第六节 极限存在准则与两个重要极限 第七节 无穷小与无穷大 第八节 
函数的连续性 第九节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第一章总习题 第二章 导数与微分 第一节 导数的概念 
第二节 导数的运算法则 第三节 隐函数和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导数 第四节 高阶导数 第五节 导
数的简单应用 第六节 函数的微分 第二章总习题 第三章 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 第一节 微分中值
定理 第二节 洛必达法则 第三节 泰勒公式 第四节 函数的单调性与极值 第五节 曲线的凹凸性与拐点 第
六节 函数图形的描绘 第七节 曲线的曲率 第八节 最值问题模型 第九节 方程的近似解 第三章总习题 第
四章 不定积分 第一节 不定积分的概念 第二节 不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 第三节 不定积分的分部积分法 
第四节 有理函数的积分与积分表的使用 第四章总习题 第五章 定积分 第一节 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 第
二节 微积分基本定理 第三节 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与分部积分法 第四节 定积分的近似计算 第五节 广
义积分 第五章总习题 第六章 定积分的应用 第一节 元素法 第二节 定积分的几何应用 第三节 定积分的
物理应用 第四节 定积分的经济应用举例 第六章总习题 第七章 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 第一节 向量
及其线性运算 第二节 向量的乘法运算 第三节 平面及其方程 第四节 空间直线及其方程 第五节 曲面及
其方程 第六节 空间曲线及其方程 第七节 二次曲面 第八节 曲面及空间曲线的应用举例 第七章总习题 
上册部分习题答案与提示 附录Ⅰ 极坐标系简介 附录Ⅱ 二阶和三阶行列式简介 附录Ⅲ 几种常用的曲线
附录Ⅳ 积分简表 附录Ⅴ 记号说明 ⋯⋯ 《高等数学（第二版）（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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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节 数学建模简介与建立函数关系举例 一、数学建模简介 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出
现和不断完善，数学的应用已远远超越物理、力学领域，而逐步深入到经济、生态、医学、人口、交
通、社会等更为复杂的非物理问题许多以定性方法为基础的学科正在走上定量化的道路，数学模型这
个词汇也就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例如气象工作者时刻离不开根据气象站、气象卫星汇集的气压、云层
、雨量、风速等资料建立的数学模型，以便准确地预报天气企业的经营者需要根据产品的需求状况、
生产条件和成本、储存、运输费用等信息而建立的数学模型来合理安排生产和销售，以获取更大的利
润，城市的领导者则需要包括人口、经济、交通、环境等大系统的数学模型，为城市发展的决策提供
科学的依据甚至于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希望用一个数学模型，来优化家庭理财、出游安排等，因
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向读者简单介绍一点关于数学建模的知识。
 那么，什么是数学模型呢？
数学模型是一种抽象的模拟，它用数学符号、数学式子、程序、图形等刻画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与内
在联系，也就是对现实问题做出一些必要的简化假设，运用适当的数学工具，得到的一个数学结构，
简称模型，例如，万有引力定律是牛顿运用微积分对天体运行这一宇宙现象刻画的，在科学发展史上
最成功的数学模型范例。
 建立数学模型简称数学建模。
对于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和应用数学工作者来说，建立数学模型是沟通摆在面前的实际问题与所掌握的
数学工具之间联系的一座必不可少的桥梁，建立数学模型一般要经过以下几步： （1）了解问题的实
际背景，明确建模目的，掌握必要的数据资料。
 （2）抓住主要矛盾，对所要解决的问题作必要的简化，提出几条合理的假设，在提出假设时，如果
考虑因素过多，过于繁复，会使模型过于复杂而无法求解，考虑因素过少，过于简单，又会使模型过
于粗糙而得不出多少有用的结果，这就需要修改假设重新建模，一个较理想的模型往往要经过反复修
改才能得到。
 （3）在所假设的基础上，利用适当的数学工具（越简单越好）刻画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建立相应的
数学结构，即建立数学模型。
 （4）对所建立的数学模型进行求解。
 （5）分析和检验其解，以验证模型的正确性。
 关于数学模型的分类，从不同角度去刻画可以有不同的分法。
常见的如： 根据模型的应用领域分，有人口模型、交通模型、生态模型、经济模型 根据建模的目的
分，有描述模型、分析模型、预报模型、优化模型、决策模型、控制模型等。
 根据模型中变量的特征分，有连续模型与离散模型、线性模型与非线性模型、静态模型与动态模型等
。
 根据建模的数学方法分，有初等数学模型、几何模型、微分方程模型、图论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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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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