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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二）复习资料

                  

  主讲人：张老师



一、极限

1.利用极限的四则运算法则求极限

考点1：极限的四则运算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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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限

为无穷大量，则为无穷小量，且反之，如果

为无穷小量为无穷大量，则果在同一变化过程中，如

两者关系：

记作无穷大量

为过程中，增大），则称在该变化变得充分大（即无限得

的绝对值可以）时，函数（或如果当自变量

无穷大量概念

来表示无穷小量，，字母在微积分中，常用希腊

））（（或

穷小，记作）为无穷小量，简称无（则称在该变化过程中，

）的极限值为零，（）时，函数（或如果当自变量

无穷小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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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2：无穷小量和无穷大量定义及关系



一、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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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阶的无穷小量是比则称）如果（

等价于等价无穷小量，记作是与，则称）如果（

同阶的无穷小量是与，则称）如果（

高阶的无穷小量是比，则称）如果（

，即

量，是同一过程中的无穷小和设

无穷小量的比较

的积仍为无穷小量）无穷小量与有界之量（

、差、积仍为无穷小量）有限个无穷小量的和（

无穷小量的性质






























C

C

考点3：无穷小量性质及比较



一、极限

考点4：等价无穷小

）为实常数，（），（，

）（时，当

常用等价无穷小：

。叫做等价无穷小代替法

方法可穷小量之比的极限，此用这个方法来求两个无

以后我们可以比的极限来代替它们等价的无穷小量之

以用与穷小量之比的极限，可这个定理说明，两个无

则

，且

无穷小量，都是同一变化过程中的、、、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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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限

考点5：两个重要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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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极限二：

特殊极限一：



二、连续

考点1：函数在某一点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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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连续）在点（），则称函数（）（）（

），即（于函数值）的左右极限存在且等（时，函数

如果当的某个邻域内有定义，）在点（：设函数定义

处连续）在点（），则称函数（）（即

）（处的函数值于）的极限值存在，且等（时，函数

如果当的某个邻域内有定义，）在点（：设函数定义

处连续）在点（则称函数

）（）（，即近于

也趋时，相应的函数改变量）趋近于（初值为自变量

如果有的某个邻域内有定义，）在点（：设函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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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续

考点2：函数间断点

）（）（

）存在，但（）有定义，且（处）虽然点（

）的极限不存在。（处，）在点（

）没有定义。（处，）在点（

）的一个间断点：（是，则点处有下列三种情况之一在点

）（义可知，如果函数由函数在某点连续的定一个间断点

）的（为处不连续，则称点）在点（定义：如果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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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导数

（一）导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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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记作

处的导数）在点（数存在，则此极限值为函

）（）（

如果极限）（）（）相应地有改变量（

函数仍在该领域内）（处的改变量为在点

若自变量的某一邻域内有定义，）在点（设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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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导数
（二）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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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导数

（二）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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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导数

（三）导数的四则运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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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导数

（四）复合函数求导

 

）分别求导相乘（

）找出复合框架，（

解题思路：

）（）（）（

处可导，且有在点）（处也可导，则复合函数

）在对应点（处可导，函数）在点（如果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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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导数

（五）参数方程表示的函数求导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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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进行求导要先消去参数所确定的导数时，不需

参数方程的函数，在计算此类由为确定了

为参数）（
）（

）（

一般的，如果参数方程



三、导数

（六）隐函数的求导

，再求解）时，先两边同时取对数特殊情况：对数求导法

合函数求导法即可。视为中间变量，利用复

求导，而把的两端同时对），（可直接在方程

做法：对于隐函数的求导通常

，如

这种称之为隐函数，

来确定），（个方程之间的函数关系是由一与）（

）（，如

函数。）来表示的，称之为显（）（

两种：解析法表示函数通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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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求导方法

（七）对数函数求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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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导得到两边同时对

）两边同时取对数得（

步骤为：

通常解决函数类型为：

此称为对数求导法或复合求导法求导，因然后利用隐函数求导法

边同时取对数后化简质可以将原来的函数两利用对数函数的运算性



三、导数

（八）高阶求导

）（或）（）（，）（

或），（，

二阶导数记为）的一阶导数（称为函数

）（）的二阶导数，相应地（）的导数为（那么就称

的可导函数，）仍是（）的导数（如果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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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微分

（一）微分公式和微分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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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常数）；

可微分，则设

微分运算公式函数的和、差、积、商

且

且

）（为常数）（）（

微分公式：



五、导数应用

（一）洛必达求导

”来求解”或“为“

也可以变形；其它类型未定式：

极限的一种有效方法。洛必达法则是求未定型

””或“简记为“为未定型极限，并分别

大，则称都趋于零或都趋于无穷

与时，函数或如果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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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导数应用

（二）曲线的切线方程与法线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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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线方程为法线的斜率为

的切线方程为：，

曲线上点的切线斜率，所以，过，表示过曲线上点

意义，知处可导，由导数的几何在点若函数



五、导数应用

（三）函数单调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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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是递增的；在区间则函数内如果在区间

内可导在区间设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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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导数的应用

（四）函数的极值

定。极值第一充分条件来判

是否为极值点，而改用，此方法不能判定）若（

为极小值点；为极小值，，）若（

为极大值点；为极大值，，）若（

，则处存在二阶导数，且在设函数

极值的第二充分条件

不是极值点。两侧的符号相同，那么在）如果（

为极小值为极小值点，时则称，，时，）若（

为极大值为极大值点，时则称，，时，）若（

的某领域内可导在设

极值的第一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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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导数的应用

（四）函数的极值

极值点必为驻点。由此可知，可导函数的

的驻点，的点为函数，称满足

处取得极值，则必有可导，且在点在设函数

极值存在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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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导数的应用

（五）曲线的凹凸性及拐点

为曲线的拐点。与凸弧之间的分界点称在连续的曲线上的凹弧

曲线的拐点：

上的图形是凸的在则则）内，）若在（（

上的图形是凹的在则则）内，）若在（（

那么

数，）内具有一阶和二阶导上连续，在（在设函数

曲线凹凸性的判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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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导数的应用

（六）曲线的水平渐近线与铅直渐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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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或或若

的水平渐近线是曲线称直线

，则或或若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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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定积分

（一）原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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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任意常数，其中）（

的一个原函数，则有）为（如果

记为

上的不定积分在的原函数的全体，称为区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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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定积分

（二）不定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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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原函数，则有）为（如果

记为

上的不定积分在的原函数的全体，称为区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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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定积分

（三）不定积分的性质

 

  dxxgdxxfdxxgxf

kdxxfkdxxkf

CxFdxxFCxFxdF

dxxfdxxfdxdxx

)()()()(4

()()(3

)()(,)()(2

)()(,ff1
'

'


 












）（

为常数））（

）（

）（）（）（



六、不定积分

（四）基本积分公式























 

Cxxdx

Cxxdx

Cedxe

aaC
a

adxa

Cxdx
x

aC
a

dx

xx

x
x

sincos)6(

cossin)5(

)4(

)1,0(
ln

)3(

ln1)2(

)1(x
1

1x1 1aa）（



六、不定积分

（四）基本积分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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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定积分

 （五）求不定积分的两种常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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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微函数，则有都是、设

二、分部积分法

的原函数，即有：

是则，且有原函数设

分法）一、换元积分法（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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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定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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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积分下限，称为积分区间，称为积分变量，

称为被积表达式，称为被积函数，其中

上可积在区间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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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积分的定义



七、定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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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地有

定积分的符号，即积分上下限，必须改变

限制，但若颠倒中，上下限的大小没有）定积分（

符号无关，即应有

有关，而与积分变量的及积分区间被积函数

只与是一个确定的常数，它）定积分若存在，它只（

注意：

 （二）定积分的注意点



七、定积分

 （三）定积分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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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两个被点积分区间定积分的可加性：如果

的代数和的情况可以推广到有限个函数

即有

数和等于它们的定积分的代两函数代数和的定积分

为常数，则有外，即若常数可以提到积分号之



七、定积分

（四）牛顿——莱布尼茨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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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的面积时，曲边梯形当

，即的面积曲边梯形

轴所围成的和直线

表示由连续曲线时，定积分）当（

 （五）定积分的几何意义



 （五）定积分的几何意义——求平面图形面积

七、定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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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最大值，记为及交点中记为

的最小值，，得出交点中只需求解方程组：先求两条曲线的交点，

的面积所围成的封闭平面图形，由

的面积所围成的封闭平面图形由

形的面积轴所围成的封闭平面图及）由（

的面积所围成的封闭平面图形，，由

形的面积轴所围成的封闭平面图及）由（











 （五）定积分的几何意义——求旋转体体积

七、定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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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旋转所得旋转体体积绕

轴所围成的图形及，曲边梯形

轴旋转所得旋转体体积绕，）曲线段（

轴旋转所得旋转体体积绕

轴所围成的图形及，曲边梯形

轴旋转所得旋转体体积绕）曲线段（



 （五）定积分的几何意义——求旋转体体积

七、定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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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旋转所得旋转体体积绕

所围成的图形，，由

轴旋转所得旋转体体积绕

所围成的封闭图形，，由



八、多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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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记作类似的可以定义三元函

的函数，记作为则称

对应，有唯一确定的数值与之依照某一规律），变量（

上的每一点果对于平面上的一个区域，如为定义：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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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多元函数定义



带入即可。，函数中将

偏导）处的偏导数，只需在在点（如果要求

求导数就行了看成是常数，而对

元函数中的的偏导数时，只要将二对同理，求

求导数就行了看成是常数，而对

元函数中的的偏导数时，只要将二对方法，当求

的的偏导数，并不需要新和对求二元函数

偏导数的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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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多元函数

 （二）偏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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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多元函数

 （三）二阶偏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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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偏导数，且连续，有一阶和二阶连

的某邻域内在点（解题思路：设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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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多元函数

 （四）二元函数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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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微，则类似地，若三元函数

存在且连续。，是存在。可微的充分条件，

导数处可微的必要条件是偏，在点，函数

系是：可微与偏导数存在的关，二元函数

。处可导与可微是等价的在点一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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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多元函数

 （五）全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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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概率初步

 （一）随机事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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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概率初步

 （一）随机事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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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则为任意两个随机事件，）加法定理：若（

两两互斥，则，）有限可加性：若（

）（）（

基本性质：

概率的古典型定义。则称这样定义的概率为

的概率为件，那么基本事件组成的随机事

个为由验，个基本事件的古典型实为含有定义：设

 （二）事件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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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作

的方差，则称此级数的和为）（则称

）（作的数学期望或均值，记为则称

的概率分布为量定义：设离散型随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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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

 1x 2x nx

1p 2p n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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