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等数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高等数学>>

13位ISBN编号：9787040355536

10位ISBN编号：7040355531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时间：刘迎洲、 张庆国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08出版)

作者：刘迎洲，张庆国 编

页数：37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等数学>>

内容概要

　　《农林院校大学数学系列教材：高等数学》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数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制定的“工科类本科数学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及教育部高等农林院校理科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
员会制定的“高等农林院校理科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并参考教育部考试中心制定的“全国硕士
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数学考试大纲”编写而成。
　《农林院校大学数学系列教材：高等数学》内容包括函数、极限与连续，一元函数微分学，微分中
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不定积分，定积分及其应用，多元函数微分学，二重积分，微分方程，无穷级
数，数学模型简介等。
　　《农林院校大学数学系列教材：高等数学》可作为高等农林院校非数学类专业学生的高等数学课
程教材，也可作为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的复习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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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例如，函数y=sinx在闭区间[0，π]上有最大值1，最小值0；函数y=x2在（-∞，+∞
）上有最小值0，没有最大值；函数y=x在区间（0，1）上没有最大值，也没有最小值。
 下述定理给出了函数取得最大值、最小值的充分条件。
 定理1（最值定理） 如果函数f（x）在闭区间[a，b]上连续，则f（x）在[a，b]上一定有最大值和最小
值。
 定理1说明，如果f（x）在[a，b]上连续，则在区间[a，b]上一定存在点§1和§2，使得对于任意x∈[a
，b]，有f（§1）≤f（x）≤f（§2）（图1—17）。
例如，函数f（x）=x+1-sinx在[0，π]上连续，所以它在[0，π]上一定有最大值和最小值。
 定理2（零点定理） 设函数f（x）在闭区间[a，b]上连续，且f（a）·f（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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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林院校大学数学系列教材:高等数学》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数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定的
“工科类本科数学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及教育部高等农林院校理科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
定的“高等农林院校理科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并参考教育部考试中心制定的“全国硕士研究生
入学统一考试数学考试大纲”编写而成。
《农林院校大学数学系列教材:高等数学》可作为高等农林院校非数学类专业学生的高等数学课程教材
，也可作为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的复习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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