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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共分三册，即《一元函数微积分与无穷级数》、《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多元函数微积分与
常微分方程（组）》，其中的微积分部分是作者编写的《工科数学分析基础》一书的简化本。
《工科数学分析基础》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教材，也是“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并于2001年获“中国高等学校科学技术一等奖”，2002年获“国家优秀教材一等奖”，适用于高等理
工科院校对数学要求较高的非数学类专业的本科生。
本书则兼顾科技发展的需要和当前我国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对《工科数学分析基础》内容的深广度
作较大幅度的调整，使其适用于多数院校的教学需求。
本书在编写的指导思想和内容体系方面继承了《工科数学分析基础》的一些主要特色：　　1.适当拓
宽必要的数学基础。
与《工科数学分析基础》相比，本书虽然删去了实数完备性、确界定理、一致连续、含参变量积分、
微分方程稳定性与无限维分析等内容，削减了极限理论以及某些定理的证明，并在级数的一致收敛、
微分方程组前冠以“*”号，不作为教学基本要求。
但是，本书保留了在集合与映射的基础上讲解函数、极限的基本理论、向量值函数的微分、通过向量
值函数的微分来研究曲线与曲面的性质等内容。
对于没有给出分析证明的重要定理，也努力通过几何直观或其他方法分析并揭示定理的正确性或定理
证明的基本思路，以便使学生掌握必要的数学知识的同时，在数学的抽象性、逻辑性和严谨性方面受
到必要的基本训练，培养他们的理性思维方法，提高数学素养和能力。
　　2.注意分析、代数与几何相关内容的有机结合和相互渗透。
本书从多元函数微分学开始，就注意逐步加强向量和矩阵的运用，利用向量、矩阵和线性代数中的知
识来表述微积分中的有关内容，并采用从二维、三维逐步过渡到n维的讲解方法。
例如，利用Jacobi矩阵来表示向量值函数的导数和微分；用向量值函数的微分来研究曲线和曲面的性
质；将第二型线面积分与向量场的研究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在线性代数中，又列举了一些分析方面的例题，说明线性代数的某些概念。
例如在讲解内积时，介绍了用两个函数乘积的定积分定义函数空间中内积的例子，在矩阵特征值理论
中讲解了它在求解线性微分方程组方面的应用等。
这样做，既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数学知识的能力，又能更好地满足现代科技的发展对数学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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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数学基础》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书共分三册，本书是其中的一册，也
是作者编写的《工科数学分析基础》上册的简化本。
内容包括微积分的理论基础、一元函数微分学及其应用、一元函数积分学及其应用和无穷级数共四章
。
本书保持了《工科数学分析基础》一书的主要特色，适当降低了教学要求，删去了一些要求较高的理
论内容，努力揭示数学概念的本质，注重数学思想方法的讲授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加强基本训练，以
适应多数高等理工科院校的教学需要。
本书体系结构简明严谨，内容丰富，要求适中，应用实例范围广泛，叙述清晰，深入浅出，富于启发
性。
每节习题分为A、B两类，每章后还配有习题和综合练习题，书末有部分习题答案和提示。
    本书可作为高等理工科院校非数学类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供其他专业选用和社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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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2.1  第二节　求导的基本法则    2.1  函数和、差、积、商的求导法则    2.2　复合函数的导数    2.3　
反函数的导数    2.4　高阶导数    习题2.2  第三节　  隐函数与参数方程的求导法    3.1　隐函数求导法   
3.2　参数方程求导法    3.3　相关变化率    习题2.3  第四节　微分　  4.1　微分的概念　　4.2　微分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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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一元函数积分学及其应用第四章　无穷极数附录　部分习题答案与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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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例2 警犬搜捕逃犯　　警犬之所以成为警察搜捕逃犯的得力助手，是因为它有灵敏的嗅觉。
只要将带有逃犯气味的某种物品让警犬闻一闻，它就能迅速而准确地去捕捉逃犯。
试问：警犬搜捕逃犯的路径是什么曲线呢（假定搜捕范围是一块平坦地带）？
研究发现，警犬在搜捕逃犯过程中的每一瞬时都是沿着逃犯气味浓度变化最快的方向前进的。
只要能测定逃犯气味浓度的变化规律（一般是所在位置的某种指数函数），那么，利用微积分方法就
可以求出警犬搜捕路径的曲线方程。
在一定条件下，这种路径是一条抛物线。
类似地，鲨鱼在海平面上追寻受伤鱼类的前进路线也是如此（详见本书多元函数微分学及其应用）。
　　例3行星的运动　　在浩瀚无垠的星空，行星的运动有无规律呢？
它是否也以一定的空间形式在运动，在运动变化中遵循一定的数量关系呢？
这是人类自古以来就不断探究的问题。
德国天文学家Kepler根据大量的观测资料总结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
他发现的第一定律是：行星以椭圆轨道绕太阳旋转，太阳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
这一发现与长期统治人类思想的“地心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争论。
英国著名科学家Newton坚信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他相信，行星的运动规律也符合他的第二定律：F=ma。
那么，支配行星运动的力F是什么样的力呢？
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他不但发现了支配行星运动的万有引力，而且利用他与德国科学家Leibniz发明
的微积分方法，准确地计算了行星运动的规律，证明了Kepler三大定律的正确性，宣告了“地心说”
的彻底灭亡。
不仅如此，他还指出，在不同的初始能量下，行星运动的轨迹可能是椭圆、双曲线或抛物线（统称为
圆锥曲线的一种）。
　　抛开事物质的不同（例如，不论它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或者是经济的），研究客观事物在
运动变化中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规律，就是数学科学的根本任务。
简而言之，数学是研究“数”和“形”的科学。
然而，随着人类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化，在数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数”和“形”的内涵和表现
形式也有很大的不同。
　　数学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从古希腊时代（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到十七世纪中叶，是数学发展的第一阶段。
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内，由于生产力落后，社会生产发展非常缓慢，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受到很大的局
限，数学的研究对象是常数或常量（即在某一运动变化过程中保持不变或相对保持不变、可以看作一
个固定数值的量）与简单的规则几何形体（例如，直线、平面、直线形与直面形等）。
这个阶段常被称为常量数学阶段或初等数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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