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限

概念与性质

定义

方法

性质

“附近”

无限接近

可左可右

唯一性

有界性

保号性

局部有界性

整体有界性

加极限号

去极限号

函数极限的计算

题型

四则运算

等价无穷小替换

洛必达法则

泰勒公式

单侧极限

对数恒等式

函数形式

初等函数

变限积分

分段函数

抽象函数

极限类型

幂指函数型未定式

型

型

型

数列极限的计算

直接计算法

归结原理

分奇偶项计算

夹逼准则

多项和开n次幂的极限

无穷小*有界量=无穷小

放缩技巧

大同小异

不等关系

常用不等式

间接提示

定积分定义

基本形式：

一般形式：

单调有界

单调数列

有界：极限存在

无界：极限为无穷

题型

递推式数列极限

其它抽象数列

求解思路

证明手段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数学归纳

不等关系

极限的应用

连续性

连续

间断点

导数与微分

导数的定义

微分

表达式：

可导与可微

一点的导数：

题型

左右导数

可导与连续

分段函数的求导

抽象函数的可导性

初等函数在特定点的导数

导数定义与极限的计算

渐近线

定义：与曲线无限接近且不相交

分类及计算方法

垂直渐近线：找无穷间断点

水平渐近线：

斜渐近线：

多元函数微分学的概念

基本概念

相互关系

二重极限

连续

偏导数：固定一个变量

可微：

四则运算型未定式

型

型

型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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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函数微分学

导数的应用

导数的计算

方法

题型

基本求导公式

求导法则

变限积分求导

四则运算法则

复合函数求导法则

反函数求导法则

直接求导

拆分求导

代换求导

提取求导

初等函数求导

幂指函数

多项相乘

隐函数求导

参数方程求导

抽象函数求导

高阶导数

一般方法

特殊方法

常见函数的高阶导

莱布尼兹公式

泰勒公式

零因子

奇偶性

切线与法线

求切线与法线

相切的充要条件

几何与物理意义
曲率（*数学一、二）

计算公式

几何意义：弯曲程度

曲率半径与曲率圆

变化率（*数学一、数学二）

单调性与凹凸性

基本知识

相互关系：导函数的单调性就是凹凸性

判定定理

题型

单调性、凹凸性的判断与证明

单调区间、凹凸区间的计算

单调性、凹凸性的应用

比较函数值

凹凸性的几何意义（凹）

任意两点连线在曲线上方

任意一点切线在曲线下方

极值和拐点

基本知识

定义

极值：局部的最值

拐点：凹凸区间的分界点

判定定理

必要条件

充分条件：第一、第二

相互关系：函数可导时，拐点为导数的极值点

题型

具体函数的极值和拐点：初等函数、分段函数、隐函数、参数方程

抽象函数的极值和拐点：图像、方程、极限式

函数最值的计算

经济应用（*数学三）

基本经济学量：成本、需求、价格、收益、利润

边际与弹性

计算公式

经济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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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函数微分学

计算

应用

方法

基本方法：固定一个变量

求导法则：复合函数求导法则

高阶导数：混合偏导数与求导次序无关

复合结构图

函数自变量在求导过程中不变
题型

具体函数求偏导数

抽象函数求偏导数

隐函数求偏导数

方向导数与梯度（*数学一）

计算公式

几何意义

多元函数的极值

无条件极值

条件极值

有界闭区域上函数的最值

知识

定义：局部的最值

判定定理

必要条件

充分条件

题型

极值的计算

初等函数

隐函数

极值的判断

定义：等式约束下求函数的最值

拉格朗日乘子法

多元函数微分学的几何意义（*数学一）

几何意义：函数在曲线或曲面上的最值

空间曲线的切线与法平面

空间曲面的切平面与法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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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积分

基本知识

基本题型

定义

原函数

不定积分：所有原函数组成的集合

性质

加法：

数乘：

与微分的关系

基本公式与方法

基本积分公式

换元积分法

凑微分法：

变量代换法

分部积分法：

有理函数积分

裂项技巧

拆分

可化为有理函数的积分

指数有理式

三角有理式

凑微分

万能代换

根式的积分

整体代换

三角代换

分部积分的使用

易积分的标准：一次凑微可得出结果

与变量代换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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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积分

概念与性质

定积分的计算

定积分的应用

定积分的定义

几何意义：面积的代数和

基本思想：微元法

定积分的性质

线性性质：

区间可加性：

比较定理

广义积分

定义

无穷限广义积分

无界函数广义积分

考试要求

计算

判断敛散性

用定义

比较判别法

估值定理

定积分中值定理

基本思路：牛顿-莱布尼兹公式

常考题型

分段函数积分

对称性

奇偶性

基本形式（偶倍奇零）

推广形式（关于x=a对称或（a,0）点对称）

抽象函数的积分

含变限积分：求导

递推公式

区间再现

华里士公式：

几何应用

物理应用（*数学一、二）

平面图形的面积

简单几何体体积

曲线弧长（*数学一、二）：

旋转曲面面积（*数学一、二）：

平行截面面积已知的几何体体积：

旋转体体积

柱壳法：

截面法：

直角坐标：

参数方程：

极坐标：

变力做功：

质心与形心：

液体的静压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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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积分

概念与性质

计算方法

定义

几何意义：体积的代数和

思想：微元法

性质

线性性质：

可加性：

比较定理

估值定理

二重积分中值定理

直角坐标

极坐标

对称性

核心考点

积分次序的选择

考查方式

看区域：便于定限

看函数：让第一步简单

定限方法

求二重积分

交换积分次序

核心考点

考查方式

转换公式：

适用范围

定限方法

区域：含圆或其它极坐标曲线

函数：含

求二重积分

坐标系的转换

奇偶性（偶倍奇零）

轮换对称性

对区域

对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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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

方程的求解

方程的应用

微分方程

积分方程

差分方程

一阶方程

高阶方程

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

标准形式：

识别要点：变量可分离

求解步骤：先分离变量，再积分

齐次方程

标准形式：

识别要点：齐次（每项的总次数都相同）

求解步骤：

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标准形式：

识别要点：

求解方法

配凑法：

公式法：

伯努利方程（*数学一）

标准形式：

求解步骤：

全微分方程（*数学一）

标准形式：

求解步骤

1、

2、写出通解

可降阶的高阶微分方程（*数学一、数学二）

线性微分方程

欧拉方程（*数学一）

缺y型：

缺x型：

解的结构

常系数方程的求解

齐次

非齐次

解的任意线性组合仍为解

二阶通解：

叠加原理

齐+非=非

非-非=齐

通解：齐通+非特

齐次

非齐次特解的设法

与自由项同类型且项数补齐

与齐次的解对比

sin,cos成对设

标准形式：

求解方法：

基本思路：求导消去积分号，化为微分方程

需关注的细节

可导性的说明

初始条件

基本概念：

一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

标准形式：

通解结构：

的设法
与自由项同类型且项数补齐

与齐次的解对比

运用极限或导数的定义列方程

运用微分学的知识列方程

运用积分学的知识列方程

运用物理规律列方程（*数学一、数学二）

求导公式

切线与法线

曲率（*数学一、数学二）

边际与弹性（*数学三）

微分的定义

曲边梯形的面积

旋转体的体积

弧长（*数学一、数学二）

旋转曲面面积（*数学一、数学二）

变化率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做功

质心与形心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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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题

零点问题

不等式

中值定理

函数的零点

相关考点

基本思路

零点存在定理

单调性

1、先求出单调区间

2、再逐一计算端点值（或其极限）

导数的零点

罗尔定理

泰勒公式：如果x=a为函数的n重根，则x=a为其导数的n-1重根

基本内容：函数的任意两个相等的点之间必有其导数的零点

常用结论

如果函数有n个零点，则其导数至少有n-1个零点

如果函数有n个零点，则其k阶导数至少有n-k个零点

代数基本定理：n次多项式至多有n个根

相关考点

常用不等式

拉格朗日中值定理

单调性与凹凸性

二重积分中值定理

常用函数不等式

均值不等式：

绝对值不等式

基本思路

函数不等式

常数不等式

1、化简不等式（去分母、取对数）

3、计算端点值

2、两端相减得到辅助函数

一般思路：常量变量化

特殊技巧

拉格朗日中值定理变形

含有积分

利用积分的性质

化为二重积分，运用轮换对称性

只有一个端点为零：证明单调性（可能需要多次重复）

两个端点均不为零：找到零点，拆分区间再证明

两个端点均为零：证明凹凸性

相关考点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微分中值定理

积分中值定理

介值定理

零点存在定理

费马引理

罗尔定理

拉格朗日中值定理

柯西中值定理

泰勒中值定理

基本内容

推论：平均值定理

基本形式

加强形式

题型

连续函数的中值问题

导数的零点问题

辅助函数的构造

开区间：运用零点定理

闭区间：运用介值定理

1、构造介值

2、证明介值

运用费马引理：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至少有一个在区间内部取到

运用罗尔定理

证明导数有零点：找两点相同

证明二阶导有零点：找三点相同

双中值问题

泰勒中值定理的使用

基本思路：

常用技巧

同一函数，不同区间

不同函数，同一区间

n+1阶可导，展开到n阶

在函数信息最丰富的点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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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项级数

基本概念

基本性质

判别法

背景：无穷多个数求和

数学表达

1、先求部分和

2、再求极限

常用结论：

加法

数乘：乘以非零常数不影响级数的敛散性

基本内容

常用结论

加括号

收敛+收敛=收敛

收敛+发散=发散

发散+发散=？

基本内容：收敛的级数任意加括号仍收敛

常用结论

改变有限项

基本内容：级数去掉有限项敛散性不变

常用结论

必要条件

基本内容：

常用结论：

正项级数判别法

一般项级数判别法

基本概念：

充要条件：

比较判别法

比大小：

比阶数：

使用关键

常用结论

确保正项

不等关系识别

常用结论

使用关键：确保收敛的级数绝对收敛

比阶数：

常用结论

使用关键

识别乘法

确保低阶绝对收敛

比值与根值

比值判别法

根值判别法

基本内容：

常用结论

使用关键

出现阶乘时使用

确保正项

基本内容：

使用关键

出现n次幂时使用

确保正项

基本概念

一般项级数：正项和负项都有无穷多项的级数

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

绝对收敛：

条件收敛：

相互关系

绝对收敛必收敛

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无交集

收敛的级数要么绝对收敛要么条件收敛

判断步骤

1、先加绝对值判断是否绝对收敛

2、如果非绝对收敛再判断级数本身是否收敛

莱布尼兹判别法

1、

2、

两个比较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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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项级数

幂级数

傅里叶级数（*数学一）

收敛半径与收敛域

求和与展开

基本概念

阿贝尔定理

如果幂级数在一点收敛，则在任何距离中心更近的点都绝对收敛

如果幂级数在一点发散，则在任何距离中心更远的点都发散

1、

2、

收敛区间

收敛域

计算方法

收敛半径

收敛域

比值法

根值法

一般形式：

特殊形式

一般形式：所有收敛点的集合（收敛区间与收敛的端点的并集）

特殊形式

基本形式

缺项幂级数

基本形式

缺项幂级数

1、先求出收敛半径与收敛区间

2、将收敛区间端点代入幂级数判断敛散性

常用性质

单点的敛散性与收敛半径

幂级数的常见变换

理论依据

常见函数的麦克劳林级数

逐项求导与逐项积分定理

定理内容：

易错点

收敛半径与收敛域

收敛半径不变

逐项求导收敛域不扩大

逐项积分收敛域不缩小

计算方法

求和

展开

有理系数

基本思路

1、逐项求导或积分消去系数

2、化为等比数列之后，求出和函数

3、做求导或积分的逆运算，求出原幂级数的和函数

具体方法

系数在分子

先积分，再求导

先积后导公式：

系数在分母

先求导，再积分

先导后积公式：

系数比较复杂：先拆分，再逐一求和

系数含阶乘

代公式

建立微分方程再求解

抽象系数

基本思路：先求导，结合系数间关系，建立微分方程再求解

次数下标变换法则

次数下标一起变

只变下标不变次数：

只变次数不变下标：

1、

2、套公式

1、先求导，再展开

2、逐项积分

展开系数的计算

一般公式：

正弦级数与余弦级数

奇延拓与偶延拓

奇延拓：

偶延拓：

展开公式：与函数本身为奇偶函数时一致

迪利克雷收敛定理

条件

1、

2、

结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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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积分

概念与性质

计算方法

定义

性质

物理意义：三维物体质量的代数和

思想：微元法

线性性质：

可加性：

比较定理

估值定理

三重积分中值定理

直角坐标

球面坐标

对称性

先一后二

先二后一

1、画一条和z轴平行的直线穿过区域，找出相交的部分

2、相交部分上交点和下交点的z值分别为第一步积分的上限和下限

3、将区域在xoy平面内投影，投影区域即为第二步二重积分的积分区域

适用范围

被积函数只含一个变量（先对另外两个变量积分）

先一后二定限不方便，但平行于坐标平面的截面比较好找

计算步骤

1、画一个和xoy平面平行且和积分区域相交的平面

2、

3、将平面上下移动，使之和积分区域有交点的z的范围就是第二步积分的积分区间

转换公式：

适用范围

定限方法

区域：含球面或以原点为顶点的锥面

函数：

1、从原点出发画一条穿过积分区域的射线，找出相交的部分

2、相交部分到原点距离的范围即为r的积分区间

3、

奇偶性

轮换对称性

公式内容：

使用技巧

使用条件：当积分区域关于某一坐标平面对称时，可对另一变量讨论奇偶性

使用规则：偶倍奇零

区域识别：如果在积分区域方程中交换x,y，方程不变，则积分区域关于y=x对称

常用结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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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曲线积分

概念和性质

计算方法

物理意义：曲线型物体质量的代数和

性质

线性性质：

可加性：

比较定理

估值定理

第一类曲线积分中值定理

化为定积分

代入

定限：从小到大

1、曲线方程代入积分式

2、

对称性

奇偶性：偶倍奇零

轮换对称性

公式内容：

使用技巧

区域识别：如果在积分曲线方程中交换x,y，方程不变，则积分区域关于y=x对称

常用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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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曲面积分

概念和性质

计算方法

物理意义：曲面型物体质量的代数和

性质

线性性质：

可加性：

比较定理

估值定理

第一类曲线积分中值定理

化为二重积分 2、代入

3、投影：求积分曲面在xoy平面内的投影区域D,作为二重积分的积分区域

（1）

（2）

对称性

奇偶性：偶倍奇零

轮换对称性

公式内容：

使用技巧

区域识别：如果在积分曲面方程中交换x,y，方程不变，则积分区域关于y=x对称

常用结论：

1、先将曲面化为关于一个变量的单值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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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曲线积分

概念与性质

计算（二维）

计算（三维）

物理意义：变力沿曲线做功

表达式：

基本性质

线性性质

可加性：

有向性：

化为定积分

代入

目标：代入至被积函数自变量中只含积分变量

方法：将曲线方程代入被积函数与积分变量

定限：由始至终

对称性：

格林公式

公式内容

条件

结论：

意义：将第二类曲线积分化为二重积分

常考题型

比大小或不等式证明

1、化为二重积分

2、结合二重积分的性质及常用不等式

积分曲线不闭合

1、补上一条简单曲线使曲线闭合

2、在闭合曲线上使用格林公式

3、将补的曲线上的积分减去

被积函数有不连续点

基本思路

1、补一条围绕不连续点的闭合曲线（含在原曲线内）

2、在两条曲线之间使用格林公式

3、将补的闭合曲线上积分减去

使用技巧

使用格林公式的结果一般为零

补的曲线方程：令被积函数的分母为充分小的常数

积分与路径无关

等价描述

充要条件

常考题型

使用前提

具体表述

对条件的考查

计算原函数

计算曲线积分

证明积分与路径无关

不定积分法

曲线积分法（取特殊路径）

特殊路径法

1、先验证积分与路径无关

2、结合函数特点选取最有利于计算的路径

解全微分方程：

已知积分与路径无关求参数或建立微分方程

化为定积分

代入

目标：代入至被积函数自变量中只含积分变量

方法：将曲线方程代入被积函数与积分变量

定限：由始至终

斯托克斯公式

条件

结论：

意义：将第二类曲线积分化为第二类曲面积分

使用要点

适用范围：积分曲线为两曲面交线，不便于化为参数方程

使用方法：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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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曲面积分

计算方法

概念与性质

物理意义：单位时间内穿过曲面的流体体积

表达式：

基本性质

线性性质

可加性：

有向性：

化为二重积分

直接投影法

转换投影法

1、代入

（1）先将曲面化为z的单值函数：

（2）

2、投影

（1）求出曲面在xoy平面内的投影区域D，作为二重积分的积分区域

（2）考虑曲面的侧

与z轴正方向成锐角，加正号

与z轴正方向成钝角，加负号

1、求出曲面的法向量

2、

3、将三个面积微元转化为同一个，再用直接投影法计算

对称性：

高斯公式

公式内容

条件

结论：

意义：将第二类曲面积分化为三重积分

常考题型

积分曲面不闭合

1、补上一个简单曲面（一般为平面）使曲面闭合

2、在闭合曲面上使用高斯公式

3、将补的曲面上的积分减去

被积函数有不连续点

基本思路

1、补一条围绕不连续点的闭合曲面（含在原曲面内）

2、在两个曲面之间使用高斯公式

3、将补的闭合曲面上积分减去

使用技巧

使用高斯公式的结果一般为零

补的曲面方程：令被积函数的分母为充分小的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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