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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数学(农林类.第二版)》根据高等院校农林类专业高等数学课程的最新教学大纲和考研大纲
编写而成，并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注重数学概念的实际背景与几何直观的引入，强
调数学建模的思想和方法，紧密联系实际，服务专业课程，精选了许多具有农林类专业特色的应用案
例并配备了相应的应用习题，增补并调整了部分例题与习题，书中还融入了数学历史与数学建模的教
育。

　　本次升级改版的另一重大特色是：每本教材均配有网络账号，通过它可登录作者团队为用户专门
设立的网络学习空间，与来自全国的良师益友进行在线交流与讨论。
该空间包含了课程论坛、学习问答、学习软件、教学视频、名师导学、教学博客、科学搜索等功能栏
目，并全面支持丈字、公式与图形的在线编辑、修改与搜索。

　　《高等数学(农林类.第二版)》内容包含了函数与极限、一元微分学、一元积分学、多元微分学、
多元积分学、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等知识。

　　《高等数学(农林类.第二版)》可作为高等院校农林类专业高等数学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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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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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习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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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不定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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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有理函数的积分
　总习题四
　数学家简介[4]
第5章定积分及其应用
　§5．1定积分概念
　§5．2定积分的性质
　§5．3微积分基本公式
　§5．4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
　§5．5广义积分
　§5．6定积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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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习题五
　数学家简介[5]
第6章多元函数微积分
　§6．1空间解析几何简介
　§6．2多元函数的基本概念
　§6．3偏导数
　§6．4全微分
　§6．5复合函数微分法与隐函数微分法
　§6．6多元函数的极值及其求法
　§6．7二重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6．8在直角坐标系下二重积分的计算
　§6．9在极坐标系下二重积分的计算
　总习题六
　数学家简介[6]
第7章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
　§7．1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7．2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
　§7．3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7．4可降阶的二阶微分方程
　§7．5二阶线性微分方程解的结构
　§7．6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7．7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7．8数学建模——微分方程的应用举例
　§7．9差分方程
　总习题七
　习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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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1章 函数、极限与连续函数是现代数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是高等数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极
限概念是微积分的理论基础，极限方法是微积分的基本分析方法。
因此，掌握、运用好极限方法是学好微积分的关键，连续是函数的一个重要性态。
本章将介绍函数、极限与连续的基本知识和有关的基本方法，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必要的基础。
1.1 函数在现实世界中，一切事物都在一定的空间中运动着。
17世纪初，数学首先从对运动（如天文、航海等问题）的研究中引出了函数这个基本概念。
在那以后的200多年里，这个概念几乎在所有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占据了中心位置。
本节将介绍函数的概念、函数关系的构建与函数的特性。
一、实数与区间公元前三千年以前，人类的祖先最先认识的数是自然数1，2，3，⋯从那以后，伴随着
人类文明的发展，数的范围不断扩展，这种扩展一方面与社会实践的需要有关，另一方面与数的运算
需要有关。
这里我们仅就数的运算需要做些解释，例如，在自然数的范围内，对于加法和乘法运算是封闭的，即
两个自然数的和与积仍是自然数。
然而，两个自然数的差就不一定是自然数了。
为使自然数对于减法运算封闭，就引进了负数和零，这样，人类对数的认识就从自然数扩展到了整数
。
在整数范围内，加法运算、乘法运算与减法运算都是封闭的，但两个整数的商又不一定是整数了，探
索使整数对于除法运算也封闭的数的集合，导致了整数集向有理数集的扩展，任意一个有理数均可表
示成P（其中p，q为整数，且q*0），与整数相比较，有理数具有整数所没有的良好性质，例如，任意
两个有理数之间都包含着无穷多个有理数，此即所谓的有理数集的稠密性；又如，任一有理数均可在
数轴上找到唯一的对应点（称其为有理点），而在数轴上有理点是从左到右按大小次序排列的，此即
所谓的有理数集的有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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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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