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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几位教师根据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的要求，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在近年内编写出来的数学分析教材。
说数学分析（或微积分）是数学系最重要的一门基础课程，恐怕并非过誉。
因为它不仅是大学数学系学生进校后首先面临的一门重要课程，而且大学本科乃至研究生阶段的很多
后继课程在本质上都可以看作是它的延伸、深化或应用，至于它的基本概念、思想和方法，更可以说
是无处不在。
正因为如此，大家把关注的目光投射到这门课程及其教材的改革上，并从不同的角度付诸实践，实在
是很自然的。
然而，自牛顿、莱布尼茨建立微积分，并经柯西、魏尔斯特拉斯等人为之奠定了相当严格的基础以来
，二三百年中经过众多科学家的努力，微积分的基本理论框架及表达方式已历经了一个千锤百炼的过
程。
大厦早已建成，格局已经布就，改革谈何容易。
尽管国内外已经出版的微积分教材为数颇多，但严格说来，真正能体现特色、符合改革精神的却太少
。
这门课程的改革既举足轻重，又颇具难度，是一个攻坚战。
对这门课程的改革设想和实践，就像&ldquo;每个读者心中都有自己的林妹妹&rdquo;那样，也往往见
仁见智，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难以（也没必要）完全取得共识。
那么，不管特点如何各异，比较理想的微积分教材是否应该具有某些共性呢？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谈一些粗浅的认识，作为一家之言，就正于方家与读者。
首先，任何一门学问，就其本质来说，关键的内容、核心的概念，往往就不过那么几条；而发挥开来
，就成了洋洋大观的巨著。
理解了这些核心和关键，并通过严格的训练将其真正学到手，就掌握了这门课程的精髓，就能得心应
手地加以应用和发挥，也就达到了学习这门课程的目的，并为培养创新人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微积分也不例外。
要让学生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到那些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上，真正学深学透，一生受用不尽。
将简单的东西故弄玄虚，讲得复杂、烦琐，使学生莫测高深的，绝不是一个水平高的好教师；相反，
将复杂的内容，抓住实质讲得明白易懂，使学生觉得自然亲切、趣味盎然的，才是一个高水平的良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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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教育部“理科基础人才培养基
地创建优秀名牌课程数学分析”项目和高等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百门精品课程教材建设计划”精品
项目的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本书以复旦大学数学系近20年中陆续出版的《数学分析》为基础，为适应数学教学面向21世纪改革的
需要而编写的。
作者结合了多年来教学实践的经验体会，从体系、内容、观点、方法和处理上，对教材作了有益的改
革。
　　本书分上、下两册出版。
　　上册内容包括：集合与映射、数列极限、函数极限与连续函数、微分、微分中值定理及其应用、
不定积分、定积分、反常积分八章。
　　下册内容包括：数项级数、函数项级数、Euclid空间上的拓扑、多元函数的微分学、重积分、曲
线积分与曲面积分、含参变量积分、Fourier级数八章。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学校数学专业数学分析课程的教科书，也可供其他有关专业选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学分析>>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实数集与函数　1  实数　　一  实数及其性质  　　二  绝对值与不等式  　2  数集·确界原理　
　一  区间与邻域  　　二  有界集·确界原理  　3  函数概念　　一  函数的定义  　　二  函数的表示法  
　　三  函数的四则运算  　　四  复合函数  　　五  反函数  　　六  初等函数  　4  具有某些特性的函数
　　一  有界函数  　　二  单调函数  　　三  奇函数与偶函数  　　四  周期函数  第二章  数列极限　1  
数列极限概念　　一  数列极限定义  　　二  无穷小数列  　2  收敛数列的性质　3  数列极限存在的条件
第三章  函数极限　1  函数极限概念　　一 x趋于无穷大时函数的极限  　　二 x趋于某一定数时函数的
极限  　2  函数极限的性质　3  函数极限存在的条件　4  两个重要极限　5  无穷小量与无穷大量·阶的
比较　　一  无穷小量  　　二  无穷小量阶的比较  　　三  无穷大量  第四章　函数的连续性　1  连续性
概念　　一  函数在一点的连续性  　　二  间断点及其分类  　　三  区间上的连续函数  　2  连续函数的
性质　　一  连续函数的局部性质  　　二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基本性质  　　三  反函数的连续性  　
　四  一致连续性  　3  初等函数的连续性　　一  具有实指数的乘幂  　　二  指数函数的连续性  　　三
 初等函数的连续性  第五章  导数与微分　1  导数概念　　一  导数的定义  　　二  导数的几何意义  　
　三导函数  　2  求导法则　　一  导数的四则运算  　　二  反函数的导数  　　三  复合函数的导数  　
　四  基本求导法则与公式  　3  微分　　一  微分概念  　　二　微分的运算法则  　　三  近似计算与误
差估计  　4  高阶导数与高阶微分　　一  高阶导数  　　二  高阶微分  　5  参量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导
数第六章  微分学基本定理与不定式极限　1  中值定理　　一  费马定理  　　二  中值定理  　2  不定式
极限　3  泰勒公式　　一  泰勒定理  　　二  带皮亚诺型余项的泰勒公式  　　三  某些应用  第七章  运
用导数研究函数性态　1  函数的单调性与极值　　一  函数的单调性  　　二  极值  　　三  最大值与最
小值  　2  函数的凸性与拐点　　一  函数的凸性  　　二  拐点  　3  函数图象讨论　　一  渐近线　　二
 函数作图  　4  方程的近似解第八章  极限与连续性(续)　1  实数完备性的基本定理　　一  区间套定理
与柯西收敛准则  　　二  聚点定理与有限覆盖定理  　　三  有关实数完备性基本定理的等价性  　2  闭
区间上连续函数性质的证明　3  上极限和下极限第九章  不定积分　1  不定积分概念与基本积分公式　
　一  原函数与不定积分  　　二  基本积分表  　　三  不定积分的线性运算法则  　2  换元积分法与分部
积分法　　一  换元积分法  　　二  分部积分法  　3  有理函数和可化为有理函数的积分　　一  有理函
数的积分  　　二  三角函数有理式的积分  　　三  某些无理函数的积分  第十章  定  积  分　1  定积分概
念　　一  问题提出  　　二  定积分的定义  　2  可积条件　　一  可积的必要条件  　　二  上和与下和  
　　三  可积的充要条件  　　四  可积函数类  　3  定积分的性质　4  微积分学基本定理·定积分计算　
　一  微积分学基本定理  　　二  换元积分法与分部积分法  　　三  泰勒公式的积分型余项  　5  对数函
数与指数函数　　一  自然对数函数  　　二  数e  　　三  指数函数  　　四  以a为底的对数函数  　6  非
正常积分　　一  问题提出  　　二  无穷限非正常积分  　　三  无界函数非正常积分  第十一章  定积分
的应用　1  平面图形的面积　2  由截面面积求立体体积　3  曲线的弧长与曲率　　一  曲线的弧长  　
　二  曲率  　4  旋转曲面的面积　　一  微元法  　　二  旋转曲面的面积  　6  定积分在物理上的某些应
用　　一  压力  　　二  功  　　三  静力矩与重心  　　四  平均值  　6  定积分的近似计算　　一  梯形
法  　　二  抛物线法  附录I  微积分学简史附录Ⅱ  实数理论　一  建立实数的原则 　二  分析  　三  分划
全体所成的有序集　四  R中的加法  　五  R中的乘法  　六  R作为Q的扩充  　七  实数的无限小数表示
附录III  积分表　一  含有xn的形式  　二  含有a-b-b。
的形式  　三  含有a2±x2，a>0的形式  　四  含有a+bx+cx2，b2≠4ac的形式  　五  含有√a+bx的形式  　
六  含有√x2±a2,a>0的形式  　七  含有 的形式  　八  含有sin x或cos x的形式  　九  含有tgx，ctgx，secx
，cscx的形式  　十  含有反三角函数的形式  　十一  含有ex的形式  　十二  含有lnx的形式  习题答案索
引人名索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学分析>>

章节摘录

　　数学是一门研究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是一个范围广阔、分支众多、应用广泛的科学体系
，是其他各门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与技术科学等）的基础和工具，在整个人类
知识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数学起源于计数、测量和贸易等活动。
17世纪以来，随着物理学、力学等学科的发展和工业技术的崛起，尤其是Newton和Leibniz发明微积分
这划时代的贡献，数学迅速发展起来，到19世纪已成为天体力学、弹性力学、流体力学、热学、电磁
学和统计物理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
20世纪以来，数学与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的联系达到了新的高度。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电子计算机的迅猛发展和普及，数学理论、方法和工具更是以前所未有的
广度、深度和速度进入了几乎所有的其他学科。
马克思一百多年前的&ldquo;一切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
步&rdquo;的著名论断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可以预见，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高新技术的加速发展，数学将在人类知识各个领域中愈加大显身手
，在科学舞台上扮演更为令人瞩目的角色。
当今，随着学科内部高度发展交融以及与其他领域（尤其是计算机技术）间空前广泛的渗透，数学已
成为一座巍峨的科学大厦。
但是，万丈高楼平地起，就研究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而言，必须从变量间最本质的联系，即函数开始
起步。
数学分析正是讲述函数理论的最基本的课程，是几乎所有后继数学课程的奠基石，因此，它理所当然
地被列为数学科学最重要的基础课之一，在培养具有良好的数学素养的人才方面，它所起的作用是任
何别的课程无法相比的。
历史上，微积分的形成和发展直接得益于物理学、天文学、几何学等领域的研究，因而当微积分一旦
形成为一门学科，它在这些应用领域中就极具应用活力。
因此，学习数学分析不仅要循序渐进地深刻领会已抽象出来的普遍结论，更要切实掌握用数学工具分
析问题、转化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和方法&mdash;&mdash;这是开设本课程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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