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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信息时代的来临，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数学日益渗透到理、工、农、医、经、管、法
各学科中，应用范围日趋扩展，人类的知识积累体系正面临着第三次数学化。
数学学科面貌将发生更巨大的变化，数学教学的体系、数学教学内容、数学教学方法需要一场更深刻
的变革。
作为21世纪初非数学类本科数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模式的探讨研究成果，《大学数学》、《应用概率统
计》与《数学实验》系列教材正是为了适应新的数学教学体系与数学应用需要而编写的。
教材积聚课题组教师多年教学经验与4年艰苦试点探索的心血，教材结合教改实践已三易其稿，其编
写完成是团队奋斗的成果。
　　这三本系列教材的特点是：　　1。
体现创新。
经典内容用现代观点介绍；新技术、新方法尽量优先选人，力求做到数学内容现代化。
　　2。
突出应用。
在选材上突出数学理论应用的实际案例，将数学建模引人教学改革，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数学理论
和方法在实际领域中的广泛应用。
　　3。
紧密结合计算机。
注重数学方法与计算机应用相结合，充分发挥数学、统计软件包的作用，以提高教学效率，有效地培
养学生应用数学方法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
　　21世纪初的数学课程改革是一项有组织有步骤的集体行动，系列教材的编写更是一项复杂而艰巨
的系统工程。
十分感谢华南农业大学领导为我们的改革提供了舞台；十分感谢叶其孝教授在百忙之中审阅本系列教
材，提出不少指导性意见，并为教材作序；十分感谢3年来在实施本教改课题试点班的教学中倾注心
血的付银莲、戴婉仪、卢建平老师；对全体编写组人员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期望这三本系列教材的出版，能为提高非数学类本科数学基础课的教学质量起到促进作用。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尤其是在一些内容安排上，恐有偏颇，恳切希望读者批评
指正。
　　本教材授课时数宜为80～95学时。
书中标“*”号的内容可根据教学需要和学时安排进行删减。
主编为钟谭卫（第四章、第七章），副主编为王石安（第一章、绪论）、金玲玲（第二章、第五章、
第九章），参加编写的还有付银莲（第三章）、卢建平（第六章）、赵立新（第八章），最后由钟谭
卫统稿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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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华南农业大学教学改革成果之一，知识结构新颖，注重代数、几何和分析的相互融合。
主要包括导数和微分、微分中值定理及导数的应用、积分、积分的应用、多元函数的微积分、行列式
与矩阵、线性方程组及其解法、相似矩阵与二次型、无穷级数等9章，各章均配有适量习题，书末附
有习题答案或提示。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本科非数学专业的工、理、农、林、经、管、法等专业学生大学数学课程的教
材，也可供科技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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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费马、笛卡儿、帕斯卡（Pascal）、开普勒（Kapler）、沃利斯（Wallis）、巴罗（Barrow）、卡
瓦列里（Cavalieri）、伽利略及惠更斯等难以数计的16，17世纪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们的不断探索之下，
第1，2，4问题导致微分概念的产生，第3问题又导致了积分概念的产生。
虽然微分与积分在当时还是比较朦胧的概念，而且是独立地发展的，但至少巴罗就已经在他关于几何
的讲义（1669年）中指出求曲线切线问题与求曲线下所围面积的关系，这不仅使他的学生牛顿亲受其
益，即使是莱布尼茨，据说也是曾研究过巴罗的著作的。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酝酿，牛顿和莱布尼茨终于分别在1669年和1684年独立地认识到微分与积分是两个
互逆的概念，并统一在微积分基本定理里。
在他们参与下形成的崭新的统一的方法逐渐成为科学发展的强有力工具。
正如恩格斯指出：微积分从此已大体上完成——微积分至此创立。
由这一段历史过程可知，牛顿和莱布尼茨之所以能完成微积分的创立大业，正是由于他们站到了前辈
巨人们的肩膀上，才能居高临下，高瞻远瞩，终于获得真理。
　　微积分创立后的200年间，又经历了一段既曲折又自然的发展过程。
在18世纪期间，数学家们由于微积分解决问题的特殊能力，忙着致力于它的多种多样的应用，建立了
不少的以微积分方法为主的分支学科，如无穷级数、微分方程、积分方程、微分几何等。
对于微积分的理论基础则未曾顾及。
进入19世纪，微积分本身的矛盾迭出，数学家们才不得不对微积分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方法细加分析，
通过建立函数的精确概念和方法等来奠定了微积分的严实基础，所以极限方法是无数一流数学家在200
年间艰难研究的结果。
　　在18，19世纪中，原来局限于单变量的微积分，也已推广到多变量的情形，但与把微分和积分作
为互逆运算的牛顿一莱布尼茨微积分基本定理只限于单变量的情形相对应，如何扩展至多变量的情形
，则似乎并非想像中那么容易，直到19世纪末法国数学家庞加莱指出了多重积分的体积元应有一个正
负定向才有了转折。
这一看似平凡的想法使得多重积分在坐标变换下原来有些拖泥带水的变换公式，有了一个精练的形式
，并使牛顿一莱布尼茨定理到多变量情形的推广步入了坦途。
庞加莱关于体积元有定向的这一发现，导致了外微分形式的出现，有关理论由Frobe。
nius和嘉当（E。
Cartan）等发扬光大，成为近代数学的重要篇章。
对微积分本身来说，则原来的格林（Green）、高斯等人命名的不同形式的定理，统一推广成了一个
简明的斯托克斯（Stokes）公式，这正是牛顿一莱布尼茨公式在多变量情形的推广。
　　从以上叙述可见，从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至17，18世纪的工业革命，使人类从农业经济时代进
入工业经济时代，与时代的要求相应，在数学上出现了解析几何与微积分等伟大创造。
当前，人类又将从工业经济时代进入又一崭新时代——信息和商品经济时代，为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数学又应有什么样的创新？
人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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