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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针对有初等微积分基础的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编写的，既可以作为教科书使用，也
可以作为研究生入学考试和高等数学竞赛的培训教材。
除此之外，此书对广大数学爱好者来说，也是一本实用性很强的参考书。
全书共六章，主要内容包括实数理论、数列与无穷级数、连续性、黎曼与斯蒂尔切斯积分、一致连续
性和广义积分。
书中每一章均配有大量的例题和有一定难度的习题。
　　浙江大学从2006年开始实行按大类招生的本科生培养计划，在大学第一年，本科新生没有确定专
业方向，为了方便同学选课的一年后选专业，数学系一年级学生的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和解析几何三
门基础课程和内容被调整：原来需要一年半来讲授的内容压缩到一年，许多结论和定理的详细证明被
忽略。
本书弥补了理论推导和定理证明的不够，因而，它不仅可以作为本科生第三学期数学分析教材，也可
以作为第四学期提高班的辅导教材。
　　目前市面上有各种版本的数学分析教材，且数学分析的内容基本成型，因而编写一本具有特色的
教材并非易事。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材料的取舍和内容的编排。
本书的读者具备初等微积分的基础，使得编书时合理选材更加重要。
我们从实数理论入手，选取重要的且能培养和提高读者逻辑推理能力的结构和定理作为本书的重要内
容。
例如数列与级数，一致收敛性和广义积分等，尽量做到所选内容是数学分析的核心问题，避免出现后
继课程将要讨论的课题。
　　与一般数学分析教材不同的是，本书可作为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辅导教材和大学生高等数学竞赛的
培训教材，对一般数学分析教材中的内容作了推广和加深，并精选了部分富有启发性的例题和有一定
难度的习题供读者练习。
独立完成部分或全部习题，是读者检验自己推理能力和提高学习效率的重要途径，通过练习，可以加
深对教材主要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本书讲解力求由浅入深，难度坡度设置合理，语言表述在详尽严谨的同时努力做到通俗流畅，便
于教师讲解以及读者学习和理解。
　　在本书的编写期间，作者得到了许多的帮助和支持。
我的同事，浙江大学数学系教师姜海益老师阅读和校对了第五次校样稿，同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
改意见。
我的研究生汪刘根、鲍群芳、杨晨、马一宁和张碧原等同学参与了第四、五、六和第七次校稿，并帮
助选配了部分习题。
本书虽然经过多次认真校对，但书中存在的不足和可能的谬误概由编者负责。
感谢浙江大学教务处、理学院本科生科在编写过程中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徐素君、杨晓鸣提供的帮助。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学分析>>

内容概要

　　《数学分析》主要内容包括：实数系、数列与级数、连续性、微分与积分、一致收敛性、广义积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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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实数系1.1 整数1.2 有理数系1.3 有理数数列1.4 实数系1.5 无限小数方法简介1.6 戴德金分划简
介1.7 确界原理与实指数的乘幂1.8 实数的完备性和紧性1.9 实数的扩张——复数练习第二章 数列与级
数2.1 数列的极限2.2 斯铎兹定理及应用2.3 上、下极限2.4 实数级数2.5 无穷乘积2.6 典型例子练习二第三
章 连续性3.1 函数的极限和连续3.2 拓扑学初步3.3 连续函数的性质3.4 间断点3.5 半连续和有界变差函
数3.6 p进制练习三第四章 微分与积分4.1 微分与中值定理4.2 洛必达法则与泰勒公式4.3 典型例题选讲4.4
黎曼一斯蒂尔切斯积分4.5 不等式4.6 凸函数4.7 数e和7c4.8 多元函数练习四第五章 一致收敛性5.1 函数序
列的一致收敛性5.2 收敛序列的性质5.3 函数项级数及收敛性5.4 多项式逼近5.5 幂级数5.6 傅里叶级数5.7 
等度连续性练习五第六章 广义积分6.1 无限区间上的积分6.2 收敛性判别准则6.3 瑕积分6.4 广义积分与
级数6.5 有限区间上含参量积分6.6 含参变量的广义积分6.7 一致收敛积分的性质6.8 欧拉积分练习六参
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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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微积分的一些基本结论，如数列的收敛性，函数的连续性、可微性和可积性等，都是建立在实数
理论之上的，利用了实数所具有的性质．例如，所有实数组成的集合R-实数系，关于加，减，乘，除
（分母不为零）四种运算是封闭的，即对R中任意两个元素，经过这四种运算后仍然属于R；实数系的
另一重要性质是R中的元素与数轴上的点是1-1对应的．虽然有理数集合Q关于上述四种运算也是封闭
的，且对Q中每一个元素都能在数轴上找到一点与之对应，但反过来，在数轴上存在这样的点，找不
到有理数与它对应．　　如果a表示边长为1的正方形的对角线的长度，那么，这个数就无法用有理数
来表示，这表明与口对应的点位于有理数集合的“空隙”中．　　为了填补有理数在数轴上的空隙，
自然的想法是扩充有理数系．由于有理数能表示成有限小数或无限循环小数，所以，扩充有理数集合
的直接方式之一就是把所有无限不循环小数（称为无理数）吸收进来，让无理数填补有理数在数轴上
的所有“空隙”．全体有理数和所有无理数组成的集合称为实数系，并以有理数的四则运算为基础，
建立实数系的运算，这样构造出来的实数系不仅保留了有理数系的重要性质，而且比有理数具有更多
的性质．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讨论实数系的构造和基本性质，并证明实数系的几个基本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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