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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的研究任务有两条，正如庄子所说：“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判天地之美，就是发现和鉴赏宇宙的和谐与韵律；析万物之理，就是探索宇宙的规律。
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人与宇宙的和谐共处。
而哲学、数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当今指导社会发展的四大科学门类，其中，哲学和数学以及它
们之间的交互影响是人类文化中最深刻的部分。
DemollinS说得好：“没有数学，人们无法看透哲学的深度；没有哲学，人们也无法看透数学的深度；
而没有两者，人们什么也看不透。
”　　微积分学是高等数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许多现代数学分支的基础，是人类认识
客观世界、探索宇宙奥秘乃至人类自身的典型数学模型之一。
Engels（恩格斯，德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曾指出：“在一切理论成就中，未必再有什
么像17世纪下半叶微积分的发明那样被看作人类精神的最高胜利了。
”微积分的发展历史曲折跌宕，撼人心灵，是培养人们正确世界观、科学方法论以及对人们进行文化
熏陶的极好素材。
希望通过高等数学课程的学习，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正如北京大学张顺燕教授在《数学的美与理》
中所说的：“给你打开一个窗口，让你领略另一个世界的风光——数学的博大精深，数学的广阔用场
；给你一双数学家的眼睛，丰富你观察世界的方式；给你一颗好奇的心，点燃你胸中求知的欲望；给
你一个睿智的头脑，帮助你进行理性思维；给你一套研究模式，使它成为你探索世界奥秘的望远镜和
显微镜；给你提供新的机会，让你在交叉学科中寻找乐土，利用你的勤奋和智慧去做出发明和创造。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等数学（下册）>>

内容概要

本教材汲取众多国内外优秀教材的长处，融人编者多年的教学经验，以提高学生的综合数学能力、培
养学生的数学文化素养为宗旨，结合轻工类的特色，突出实际应用的训练，注重考研能力的培养。
创设双语教学的环境，并使学生受到数学科学发展历程和数学文化的熏陶。
　　本教材分上、下两册。
下册内容包括空间解析几何，多元函数的微分学，重积分，曲线和曲面积分，无穷级数，常微分方程
。
其中，带“*”的内容可根据学时或分层教学的需要选讲。
　　本教材可作为高等学校轻工类各专业教材，也可用于学生自学和教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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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空间解析几何的产生是数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成就，法国数学家DesCartes（笛卡儿）和Fermat（
费马）均于17世纪对此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我们知道，代数方法的优越性在于推理的程序化，由此，人们就产生了用代数方法研究几何问题的思
想，这就是解析几何的基本思想。
借助于代数方法研究几何问题，需要建立代数与几何间的联系，最基本的就是数与点的联系，其桥梁
就是坐标系。
通过坐标系，可以把数学中的数与形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可以用代数方法研究几何问题，这就是所
说的解析几何，当然也可以用几何方法去研究代数问题。
　　在平面解析几何中，通过平面直角坐标系，可以建立平面上的点与一对有次序数的对应、平面上
图形与方程的对应；由平面曲线在坐标轴上的投影，可建立平面曲线变量间的函数关系，并可确定各
个变量的变化范围。
　　将上述方法推广，就可得空间解析几何的相关研究内容，从而建立空间点与对应的三元有序数组
、空间内的图形与方程的对应、空间内的图形与各坐标面或各坐标轴上的投影的对应。
通过本章的学习，可以使大家掌握空间直角坐标系的建立、向量的概念及基本运算、常见空间曲面或
曲线的方程和图形、空间图形在坐标面上的投影等方面的知识，为以后学习多元函数微积分、研究空
间图形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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