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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学是研究客观世界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一门科学。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数学科学的发展，“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有了越来越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广
泛的外延。
数学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思维模式； 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是一种素养； 不仅是一门科学
，而且是一种文化。
数学教育在培养高素质科技人才中具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于高等学校工科类专业的本科生而言，高等数学课程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基础课，它内容丰富，理论
严谨，应用广泛，影响深远。
不仅为学习后继课程和进一步扩大数学知识面奠定必要的基础，而且在培养学生抽象思维、逻辑推理
能力，综合利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强的自主学习的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上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教材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现实，以教育部非数学专业数学基础课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定的新的“
工科类本科数学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为依据，以“必须够用”为原则确定内容和深度。
知识点的覆盖面与“基本要求”相一致，要求度上略高于“基本要求”。
本教材对基本概念的叙述清晰准确； 对定理的证明简明易懂，但对难度较大的理论问题则不过分强调
论证的严密性，有的仅给出结论而不加证明； 对例题的选配力求典型多样，难度上层次分明，注意解
题方法的总结； 强调基本运算能力的培养和理论的实际应用； 注重对学生的思维能力、自学能力和
创新意识的培养。
为便于学生自学和自我检查，本书每章之后附有小结。
小结包括内容纲要、教学基本要求、本章重点难点、部分重点难点内容浅析等几个部分。
基本要求的高低用不同词汇加以区分，对概念理论从高到低用“理解”、“了解”（或“知道”）二
级区分； 对运算、方法从高到低用“掌握”、“能”（或“会”）二级区分。
本书配有较丰富的习题，每节后的习题多为基本题，用于加深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理解和基本运
算、方法的训练。
每章后的复习题用于对该章所学知识的巩固和提高，难度有所增加，少量难度较大的题在答案中给出
必要的提示，以启发学生思维，提高解题能力。
考虑到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对高等数学课程内容广度和深度的不同要求，本书作了适当的处理，以适
应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需要； 在内容的选取上，对加*号的内容可依不同需要加以取舍，并不会影
响后继内容的学习； 在教学的深度上由于配有较丰富的例题和习题，从而使教师和学生都有较大的选
择余地，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教学对象的要求。
本书内容包括： 函数与极限、一元函数微积分学、空间解析几何、多元微积分学、级数、微分方程。
书末附有几种常用的曲线及其方程、积分表、场论初步三个附录及习题参考答案。
本书一元微积分部分由薛志纯、袁洁英编写，多元微积分及场论初步由薛志纯编写，空间解析几何、
级数、微分方程由余慎之编写，薛志纯负责全书的统稿及多次的修改定稿。
参加审稿的有东南大学王文蔚教授、南京理工大学许品芳副教授、南京邮电大学杨应弼教授及王健明
、黄俊良副教授等。
郦志新、周华、戴建新、张颖等参加了最近一次的修改工作。
在此对所有关心支持本书的编写、修改工作的教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中存在的问题，欢迎专家、同行及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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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国家教育部非数学专业数学基础课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定的工科类本科数学基础课程
教学基本要求编写的。
内容包括： 函数与极限，一元函数微积分，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多元函数微积分，级数，常微
分方程等，书末附有几种常用平面曲线及其方程、积分表、场论初步等三个附录以及习题参考答案.本
书对基本概念的叙述清晰准确，对基本理论的论述简明易懂，例题习题的选配典型多样，强调基本运
算能力的培养及理论的实际应用。
本书可用作高等学校工科类本科生和电大、职大的高等数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供教师作为教学参考书
及自学高等数学课程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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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慎之，1935年5月生，南京市人。
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
后分配到北京轻工业学（现北京工商大学）院任教。
1966年调至西北轻工业学院任教，1979年底调至南京邮电学院任教至今。
他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严谨治学，精益求精，受到学生欢迎。
获得了江苏省教学优秀质量奖。
担任过数学教研室主任、人民代表和江苏省高校数学教研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编有《概率论》教材一套，与人合作编有《高等数学》教材一套，均获得优秀教材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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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函数的极限与连续1.1 函数1.1.1 集合与区间1.1.2 函数1.1.3 初等函数1.2 数列的极限1.2.1 数列1.2.2 
数列极限的定义1.2.3 关于数列极限的几个结论1.3 函数的极限1.3.1 自变量趋向于无穷大时函数的极
限1.3.2 自变量趋向有限值时函数的极限1.3.3 函数极限的性质1.4 无穷小量与无穷大量1.4.1 无穷小
量1.4.2 无穷大量1.4.3 无穷小量的运算性质1.5 极限的运算法则1.6 两个重要极限1.6.1 夹逼定理1.6.2 重要
极限：limx→0sinxx=11.6.3 数列收敛准则1.6.4 重要极限：limx→∞1+1xx=e1.7 无穷小量的比较1.8 函数的
连续性与间断点1.8.1 函数的连续性1.8.2 函数的间断点1.8.3 连续函数的运算1.8.4 初等函数的连续性1.9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本章小结复习题1第2章 导数与微分2.1 导数的概念2.1.1 两个实例2.1.2 导数的
定义2.1.3 求导数举例2.1.4 导数的几何意义2.1.5 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的关系2.2 函数的求导法则2.2.1 
函数的和、差、积、商的求导法则2.2.2 反函数的导数2.2.3 复合函数的导数2.2.4 初等函数的导数2.3 高
阶导数2.4 隐函数及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导数2.4.1 隐函数的导数2.4.2 参数方程确定的函数的导
数2.4.3 相关变化率2.5 函数的微分及其应用2.5.1 微分的概念2.5.2 微分的几何意义2.5.3 微分的运算2.5.4 
微分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本章小结复习题2第3章 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3.1 中值定理3.1.1 罗尔定
理3.1.2 拉格朗日中值定理3.1.3 柯西中值定理3.2 洛必达法则3.3 函数的单调性与函数的极值3.3.1 函数的
单调性3.3.2 函数的极值3.3.3 最大值和最小值问题3.4 曲线的凹凸、拐点及函数作图3.4.1 曲线的凹凸及
其判定方法3.4.2 函数作图3.5 泰勒公式3.5.1 泰勒公式3.5.2 几个常见函数的麦克劳林公式3.6 弧微分及曲
率3.6.1 弧微分3.6.2 曲率及其计算公式3.6.3 曲率圆3.7 方程的近似解3.7.1 二分法3.7.2 切线法本章小结复
习题3第4章 不定积分4.1 不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4.1.1 不定积分的概念4.1.2 不定积分的性质4.1.3 基本积
分表4.2 换元积分法4.2.1 第一类换元法4.2.2 第二类换元法4.3 分部积分法4.4 两类函数的积分4.4.1 有理函
数的积分4.4.2 三角函数有理式的积分4.5 积分表的使用本章小结复习题4第5章 定积分及其应用5.1 定积
分的概念5.1.1 两个实际问题5.1.2 定积分的概念5.2 定积分的性质5.3 微积分基本公式5.3.1 变上限的定积
分5.3.2 微积分基本公式5.4 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5.4.1 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5.4.2 定积分的
分部积分法5.5 定积分的近似计算5.5.1 矩形法5.5.2 梯形法5.5.3 抛物线法5.6 广义积分5.6.1 无穷限的广义
积分5.6.2 无界函数的广义积分5.7 定积分的应用5.7.1 定积分的元素法5.7.2 几何应用5.7.3 定积分的物理
应用本章小结复习题5第6章 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6.1 空间直角坐标系6.1.1 空间直角坐标系6.1.2 两
点间的距离公式6.2 向量的概念6.2.1 向量的概念6.2.2 向量的加减法6.3 向量的坐标表达式6.3.1 向量的坐
标6.3.2 向量的模与方向余弦6.4 数量积与向量积6.4.1 两向量的数量积6.4.2 两向量的向量积6.5 空间曲面
与曲线的方程6.5.1 曲面方程6.5.2 空间曲线方程6.6 空间平面的方程6.6.1 平面的点法式方程6.6.2 平面的
一般方程6.7 空间直线的方程6.7.1 空间直线的一般式方程6.7.2 空间直线的标准式方程6.7.3 直线的参数
方程6.8 常见的二次曲面的图形6.8.1 椭球面6.8.2 双曲面6.8.3 抛物面6.8.4 二次锥面本章小结复习题6第7
章 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7.1 多元函数的基本概念7.1.1 区域7.1.2 多元函数的概念7.1.3 二元函数的极
限7.1.4 二元函数的连续性7.2 偏导数7.2.1 偏导数的定义及计算方法7.2.2 高阶偏导数7.3 全微分及其应
用7.3.1 全微分的概念7.3.2 全微分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7.4 多元函数的微分法7.4.1 多元复合函数的求导
法则7.4.2 隐函数的求导公式7.5 偏导数的几何应用7.5.1 空间曲线的切线及法平面7.5.2 曲面的切平面与
法线7.6 方向导数与梯度7.6.1 方向导数7.6.2 梯度7.7 多元函数的极值7.7.1 多元函数的极值及最大值、最
小值7.7.2 条件极值本章小结复习题7第8章 重积分8.1 二重积分的概念与性质8.1.1 二重积分的概念8.1.2 
二重积分的性质8.2 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8.2.1 二重积分在直角坐标系中的计算方法8.2.2 二重积分在极
坐标系中的计算方法8.3 二重积分应用举例8.3.1 几何应用举例8.3.2 物理应用举例8.4 三重积分的概念及
计算方法8.4.1 三重积分的概念8.4.2 在直角坐标系中计算三重积分8.4.3 在柱面坐标系中计算三重积
分8.4.4 在球面坐标系中计算三重积分本章小结复习题8第9章 曲线积分与曲面积分9.1 对弧长的曲线积
分9.1.1 对弧长曲线积分的概念与性质9.1.2 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计算法9.2 对坐标的曲线积分9.2.1 对坐
标的曲线积分的概念与性质9.2.2 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计算法9.2.3 两类曲线积分之间的联系9.3 格林公
式9.3.1 格林公式9.3.2 曲线积分与路径无关的条件9.4 曲面积分9.4.1 对面积的曲面积分9.4.2 对坐标的曲
面积分9.4.3 两类曲面积分之间的联系9.4.4 高斯公式本章小结复习题9第10章 级数10.1 数项级数10.1.1 无
穷级数的敛散性10.1.2 无穷级数的性质10.1.3 级数收敛的必要条件10.2 常数项级数审敛法10.2.1 正项级
数的审敛法10.2.2 交错级数的审敛法10.2.3 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10.3 幂级数10.3.1 幂级数的概念10.3.2 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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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数的收敛性10.3.3 幂级数的运算10.4 函数展开成泰勒级数10.4.1 泰勒级数10.4.2 把函数展成幂级
数10.4.3 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的应用举例10.4.4 欧拉公式10.5 傅里叶级数10.5.1 以2π为周期的函数的傅
里叶级数10.5.2 定义在［-π，π］或［0，π］上的函数的傅里叶级数10.5.3 以2l为周期的函数的傅里
叶级数本章小结复习题10第11章 微分方程11.1 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11.1.1 微分方程11.1.2 微分方程的
阶11.1.3 微分方程的解11.2 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11.3 一阶线性微分方程11.3.1 一阶齐次线性方程通解
的求法11.3.2 一阶非齐次线性方程通解的求法11.4 可降阶的二阶微分方程11.4.1 y″=f（x）型的微分方
程11.4.2 y″=f（x,y′）型的微分方程11.4.3 y″=f（y,y′）型的微分方程11.5 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
方程11.5.1 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解的性质11.5.2 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11.6 二阶
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11.6.1 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解的性质11.6.2 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
性微分方程的解法本章小结复习题11附录A几种常用平面曲线及其方程附录B积分表附录C场论初步习
题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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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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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数学》可用作高等学校工科类本科生和电大、职大的高等数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供教师作为教
学参考书及自学高等数学课程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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