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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15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数理部，1922年成立数学系。
2004年成立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经过90多年的风风雨雨，我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将这些经验落实并贯彻到教材编著中去是大有益处的。
作为国家重点大学，培养人才和编写教材是两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教材的编写是我院的基本建设之一。
学院要抓好教材建设；教师要研究教学方法。
在教材方面，我院推出一批自己的高水平教材，做到各科都有，约50余部。
写教材要慢一点，质量要好一点，教材修订连续化，教材出版系列化，是编写教材要注意的原则。
学院希望教材要不断地继续修改和完善，对已经出版两版的教材，我们准备继续再版。
经由我院李仲来教授和我校出版社理科编辑部王松浦主任进行协商，由我院主编（李仲来负责），准
备对我院教师目前使用的第2版数学教材进行修订后，出版第3版。
教材的建设是长期的、艰苦的任务，每一位教师在教学中要自主地开发教学资源，创造性地编写和使
用教材。
学院建议：在安排教学时，应考虑同一教师在3年～5年里能够稳定地上同一门课，并参与到教材的编
写或修订工作中去。
在学院从事教学的大多数教师，应该在一生的教学生涯中至少以自己为主，编写或修订一种教材作为
己任，并注意适时地修订或更新教材。
我们还希望使用这些教材的校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使其不断改进和完善
。
本套教材可供高等院校本科生、教育学院数学系、函授（数学专业）和在职中学教师等使用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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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学模型是架于数学理论和实际问题之间的桥梁．数学建模是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手段和途
径·本书是作为数学理论教学的一个补充，通过数学模型和数学建模有关问题的论述和模型实例的介
绍，使读者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所提高．全书分三篇：第一篇阐述了数学模型和数学建模
的有关问题和常用的数学模型及其组建的方法，第二篇给出了十六个模型的实例，以展示不同领域的
实际问题中如何组建数学模型及其应用效果，第三篇介绍了数学模型在相关学科或领域的基础理论研
究中的应用。
    本书可作为大学数学系“数学模型”课的教材、非数学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选修课的教材，也可供
高等院校师生以及各类科学技术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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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代中培育出合乎要求的新品种。
遗传学告诉我们，杂交后早期世代由于性状分离带来的不稳定性，使它不可能直接用于农业生产。
多少代以后就可以达到所需要的稳定性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掌握性状在群体遗传过程中的变化规律。
通过群体遗传的数学模型的分析得到明确的答复。
群体遗传的规律也是建立在孟德尔遗传学的基础上的。
这里只简单介绍孟德尔遗传学的要点。
（1）生物体的不同的性状是由一对（或多对）基因控制的。
染色体是基因的载体。
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体置称为基因座，处于同一基因座上基因的不同形式称为等位基因。
等位基因对性状的控制有显性和隐性之分。
（2）处于一对对等的基因座上的两个基因的组合形式称为基因型，生物体表现出来的特征称为表现
型。
一般表现型反映显性基因所控制的性状。
（3）一个遗传的过程是先由亲代（雌亲、雄亲）的等位对等基因座上的一对基因彼此分离并分别随
机地进入到一个配子中去。
在交配过程中雌雄配子将随机结合形成新的合子而传人下一代。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建模描述在一个群体的遗传过程中性状（基因型）的遗传传递的规律。
二、假设我们将在如下假设下的理想环境中来讨论群体遗传的问题。
（1）雌性和雄性是遗传对等的。
也就是说生物体携带什么等位基因与它的性别没有关系（不存在性连锁现象）。
配子（精子和卵子）产生的过程也不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换言之，这相当于假设等位基因的频率在两性群体中以及雌雄配子中是相同的。
（2）没有迁入和迁出。
也就是说，我们假设等位基因不会由于生物的迁移进入这个群体或离开这个群体。
一般来说，这个假设并不能完全反映现实世界，但它可以简化我们对问题的分析。
（3）基因突变。
基因突变是指基因中瞬时产生的突然和自发的变化。
它是新的等位基因的来源，将会增加一个群体的遗传性变异。
但突变的发生和突变的方向一般都是随机的。
为了简单起见，在我们假设所讨论的群体的遗传过程中没有突变发生。
（4）选择。
自然选择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性的结果。
也可以解释为基因型对环境的一种适应。
它是群体而不是个体的一种反应，也是生物进化的一个动力。
选择的作用可以在生物体生命周期的任何阶段进行，而选择的手段在不同的情形下也有很大的差异。
为简单起见，在我们假设所讨论的群体遗传过程中不发牛自然选择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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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学模型与数学建模(第3版)》：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面
向21世纪课程教材,数学及应用数学基础课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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