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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粘贴条形码而影响评卷结果的，责任由考生自负。

3. 选择题的答案必须涂写在答题卡相应题号的选项上，非选择题的答案必须书写在答题卡指定位置的边

框区域内。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草稿纸、试题册上答题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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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数学 777——3月月考试卷参考解答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0个小题，每小题 5分，共 50分。在每个小题的四个选项当中，只有一个选项

是符合题意的。）

1. 当 x ! 0C时，下列无穷小量最高阶的是 ( )

A.
Z x2

0

ln.1 C
p

t /dt B.
Z 2 sin x

x

sin t2dt C.
Z sin x

x

�
et2

� 1
�

dt D.
Z x2

x3

q
1 �

p
cos tdt

【解析】选择 C

变限积分无穷小量阶的题可以采用结论解决，形如

Z x

0

t2dt 阶为 .2 C 1/ � 1 D 2，因此此题难点在于处

理上限下限均含有 x 的题。对于此类题，虽然也有一般结论技巧，但即使没有记过技巧，也具备用直

接积分、拆积分、洛必达、求导定阶来解题的能力。

对于 A，
Z x2

0

ln.1 C
p

t /dt �

Z x2

0

p
tdt，阶为

�
1

2
C 1

�
� 2 D 3

对于 B，
Z 2 sin x

x

sin t2dt �

Z 2 sin x

x

t2dt D
1

3

�
8 sin3 x � x3

�
，阶为 3

对于 C，
Z sin x

x

�
et2

� 1
�

dt �

Z sin x

x

t2dt D
1

3

�
sin3 x � x3

�
，阶为 5

对于 D，
Z x2

x3

q
1 �

p
cos tdt D

Z 0

x3

q
1 �

p
cos tdt C

Z x2

0

q
1 �

p
cos tdt。

其中

Z 0

x3

q
1 �

p
cos tdt �

Z 0

x3

1

2
tdt 阶为 .1 C 1/ � 3 D 6。

并且

Z x2

0

q
1 �

p
cos tdt �

Z x2

0

1

2
tdt 阶为 .1 C 1/ � 2 D 4，故

Z x2

x3

q
1 �

p
cos tdt 阶为 4

2. 若 lim
x!1

esin 1
x � 1�

1 C
1
x

�k
�
�
1 C

1
x

� D A ¤ 0成立的充要条件为 ( )

A. k ¤ 1 B. k > 1 C. k > 0 D.与 k无关

【解析】选择 A

lim
x!1

esin 1
x � 1�

1 C
1
x

�k
�
�
1 C

1
x

� D lim
x!1

sin 1
x�

1 C
1
x

�
�

h�
1 C

1
x

�k�1
� 1

i D lim
x!1

1
x

.k � 1/ 1
x

D
1

k � 1

故当 k ¤ 1时， lim
x!1

esin 1
x � 1�

1 C
1
x

�k
�
�
1 C

1
x

� D A ¤ 0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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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数学 777——3月月考试卷参考解答

3. f .x/ D lim
n!1

nx C 1

n C x2n
，则关于 f .x/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

A. f .x/ D

(
x; jxj ⩽ 1

0; jxj > 1
B. f .x/为奇函数

C. f .x/的可去间断点有两个 D. f .x/不可能是周期函数

【解析】选择 C

由于 lim
n!1

x2n
D

8̂̂<̂
:̂

0; jxj < 1

1; jxj D 1

C1; jxj > 1

; lim
n!1

nx D

(
0; x D 0

1; x ¤ 0

所以 f .x/ D lim
n!1

nx C 1

n C x2n
D

(
x; jxj ⩽ 1

0; jxj > 1
，故 A正确。

由于 f .�x/ D

(
�x; j � xj ⩽ 1

0; j � xj > 1
D

(
�x; jxj ⩽ 1

0; jxj > 1
D �f .x/，故 B正确。

由于 lim
x!1C

f .x/ D 0; lim
x!1�

f .x/ D 1; lim
x!.�1/C

f .x/ D �1; lim
x!.�1/�

f .x/ D 0。

所以 f .x/的跳跃间断点有两个，故 C错误。

由 f .x/的表达式来看 f .x/不可能是周期函数，故 D正确。

4. 设函数 f .x/ D

(
cos jxj � 1; x ⩽ 0;

x ln x; x > 0;
则 x D 0是 f .x/的 ( )

A.可导点，极值点 B.不可导点，极值点 C.可导点，非极值点 D.不可导点，非极值点

【解析】选择 B

当 x < 0时，f .x/ D cos.�x/ � 1 D cos x � 1，所以有

lim
x!0�

f .x/ � f .0/

x
D lim

x!0�

cos x � 1

x
D lim

x!0�

�
1
2
x2

x
D 0; lim

x!0C

f .x/ � f .0/

x
D lim

x!0C

x ln x

x
D �1

故 f .x/在 x D 0处的右导数不存在，从而 f .x/在 x D 0处不可导

当 �
π
2

< x < 0时，f 0.x/ D � sin x > 0，当 0 < x < e�1 时，f 0.x/ D ln x C 1 < 0，且 f .x/在 x D 0

处连续，所以 x D 0是 f .x/的极大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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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数学 777——3月月考试卷参考解答

5. 设函数 f .x/在 x D 1的某邻域内连续，且 lim
x!0

lnŒf .x C 1/ C cos x�
p

1 � x2 � 1
D �1，则 x D 1是 f .x/的 ( )

A.不可导点 B.驻点，但非极值点 C.可导点，但非驻点 D.驻点，且为极值点

【解析】选择 D

由 lim
x!0

lnŒf .x C 1/ C cos x�
p

1 � x2 � 1
D lim

x!0

lnŒf .x C 1/ C cos x�

�
1
2
x2

D �1，可知

lim
x!0

lnŒf .x C 1/ C cos x� D 0，故 lim
x!0

Œf .x C 1/ C cos x� D 1，故 lim
x!0

f .x C 1/ D 0

又由 f .x/连续性知 f .1/ D 0，故

lim
x!0

lnŒf .x C 1/ C cos x�
p

1 � x2 � 1
D lim

x!0

lnŒf .x C 1/ C cos x � 1 C 1�
p

1 � x2 � 1

D lim
x!0

f .x C 1/ C cos x � 1

�
1
2
x2

D �2 lim
x!0

f .x C 1/

x2
C 1 D �1

故 lim
x!0

f .x C 1/

x2
D 1

所以 f 0.1/ D lim
x!0

f .x C 1/ � f .1/

x
D lim

x!0

f .x C 1/

x2
� x D 0，即 x D 1为 f .x/的驻点

又由 lim
x!0

f .x C 1/

x2
D 1知在 x D 0的某空心邻域内

f .x C 1/

x2
> 0，即 f .x C 1/ > 0 D f .1/从而可知

x D 1为极小值点，故选 (D)

6. 函数 f .x/ D ln j.x � 1/.x � 2/ � � � .x � n/j的驻点个数为 ( )

A. 0 B. 1 C. n � 1 D. n

【解析】选择 C

(777解答)

f 0.x/ D
Œ.x � 1/.x � 2/ � � � .x � n/�0

.x � 1/.x � 2/ � � � .x � n/
，令 g.x/ D .x � 1/.x � 2/ � � � .x � n/;

g.1/ D g.2/ D � � � D g.n/ D 0，由罗尔定理得 g.x/至少有 n � 1个零点,

又 g.x/是 n次多项式，则 g0.x/是 n � 1次多项式，g0.x/最多有 n � 1个零点，故 f .x/的驻点个数为

n � 1

(P佬解答)

f 0.x/ D
1

x � 1
C

1

x � 2
C � � � C

1

x � n
。

由于 f 00.x/ D �
1

.x � 1/2
�

1

.x � 2/2
� � � � �

1

.x � n/2
< 0，即 f 0.x/在定义区间单调递减。

并且 lim
x!�1

f 0.x/ D 0， lim
x!C1

f 0.x/ D 0， lim
x!k�

f 0.x/ D �1， lim
x!kC

f 0.x/ D C1，其中 k D 1; 2; � � � ; n。

所以 f 0.x/在 .1; 2/; .2; 3/; � � � ; .n � 1; n/内的每一个区间都有一个零点，所以 f 0.x/拢共有 n � 1个零

点。

即 f .x/的驻点个数为 n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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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函数 f .x/ D aex
� bx.a > 0/有两个零点，则

b

a
的取值范围是 ( )

A.
�

0;
1

e

�
B. .0; e/ C.

�
1

e
; C1

�
D. .e; C1/

【解析】选择 D

显然 b > 0，否则 f .x/是单调增加函数，与条件矛盾

f 0.x/ D aex
� b，令 f 0.x/ D 0，得驻点 x D ln

b

a

当 x 2

�
�1; ln

b

a

�
时，f 0.x/ < 0，则 f .x/单调递减

当 x 2

�
ln

b

a
; C1

�
时，f 0.x/ > 0，则 f .x/单调递增

当 x ! �1时，f .x/ ! C1；当 x ! C1时，f .x/ ! C1

因此 f

�
ln

b

a

�
是最小值故当 f

�
ln

b

a

�
D aeln b

a � b ln
b

a
D b

�
1 � ln

b

a

�
< 0时，f .x/有两个零点，此

时
b

a
> e，即

b

a
2 .e; C1/

8. 设函数 f .x/可导，jf .x/j在 x D 0处不可导，则 ( )

A. f .0/ D 0; f 0.0/ D 0 B. f .0/ D 0; f 0.0/ ¤ 0

C. f .0/ ¤ 0; f 0.0/ D 0 D. f .0/ ¤ 0; f 0.0/ ¤ 0

【解析】选择 B

当 f .0/ ¤ 0且 f .x/可导时，jf .x/j在 x D 0处也必然可导。

当 f .0/ D 0时，令 jf .x/j D g.x/，即

lim
x!0

g.x/ � g.0/

x � 0
D lim

x!0

jf .x/j � jf .0/j

x � 0

f .0/D0
HHHHHH lim

x!0

jf .x/ � f .0/j

x � 0
D lim

x!0

ˇ̌̌̌
f .x/ � f .0/

x

ˇ̌̌̌
�

jxj

x

所以 lim
x!0C

ˇ̌̌̌
f .x/ � f .0/

x

ˇ̌̌̌
�

jxj

x
D jf 0.0/j， lim

x!0�

ˇ̌̌̌
f .x/ � f .0/

x

ˇ̌̌̌
�

jxj

x
D �jf 0.0/j。

由题意知 lim
x!0

g.x/ � g.0/

x � 0
不存在，那就需要 jf 0.0/j ¤ �jf 0.0/j，即 jf 0.0/j ¤ 0，即 f 0.0/ ¤ 0。

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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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设函数 f .x/ D lim
n!1

n

q
1 C jxj3n，则 f .x/在 .�1; C1/内 ( )

A.处处可导 B.有一个不可导点 C.有两个不可导点 D.至少有三个不可导点

【解析】选择 C

f .x/ D lim
n!1

n

q
1 C jxj3n D

(
1; jxj ⩽ 1ˇ̌

x3
ˇ̌
; jxj > 1

显然 f .x/为偶函数，不可导的点只可能为 x D ˙1，所以只需讨论 x D 1即可。

由于 f 0
�.1/ D 0; f 0

C.1/ D lim
x!1C

x3 � 1

x � 1
D 3

则 f .x/在 x D 1不可导，从而在 x D �1也不可导，故应选 (C)

10. 设函数 f .x/在 .�1; C1/内连续，其导函数的图形如图所示，则 ( )

x

y

O

A.函数 f .x/有 2个极值点，曲线 y D f .x/有 2个拐点

B.函数 f .x/有 2个极值点，曲线 y D f .x/有 3个拐点

C.函数 f .x/有 3个极值点，曲线 y D f .x/有 1个拐点

D.函数 f .x/有 3个极值点，曲线 y D f .x/有 2个拐点

【解析】选择 B

注意此图 f .x/的导函数即 f 0.x/的图像 (如下图所示)

x

y

O x1

x2

x3 x4 x5

首先，极值点可能在 f 0.x/ D 0的点或不可导点处，即 x1; x2; x3; x5 判断是否为极值点的方法之一是

f 0.x/是否在左右两侧异号，只有 x1; x3是极值点

第二，由导函数 f 0.x/图像易见，f 0.x/的增减性发生过三次变化，从而 f 00.x/的正负号发生过三次变

化，即 f .x/的凹凸性发生过三次变化，因此 f .x/有且仅有 3个拐点，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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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6个小题，每小题 5分，共 30分。请将答案写到答题卡的相应位置上）

11. 求极限 lim
x!1

ln x ln j1 � xj D .

【解析】填“0”

由于 ln x D lnŒ1 C .x � 1/� � x � 1，所以

lim
x!1

ln x ln j1 � xj D lim
x!1

.x � 1/ ln j1 � xj D lim
x!1

ln j1 � xj

1
x�1

D lim
x!1

�1
1�x

�
1

.x�1/2

D 0

12. 已知 f 0.x/ D kex，常数 k ¤ 0，求 f .x/的反函数的二阶导数 .

【解析】填“�
1

k2
e�2x”

设 y D f .x/，则
dx

dy
D

1

kex
D

1

k
e�x;

d2x

dy2
D

�
1

k
e�x

�0

�
dx

dy
D �

1

k
e�x

�
1

k
e�x

D �
1

k2
e�2x

13. 设正项数列 fang单调递减，并且 a1 D 777，则 lim
n!1

�
a1 C a2 C � � � C an

� 1
n D .

【解析】填“1”

由于 lim
n!1

777
1
n ⩽ lim

n!1

�
a1 C a2 C � � � C an

� 1
n ⩽ lim

n!1

�
a1 C a1 C � � � C a1

� 1
n D lim

n!1
.777n/

1
n

且 lim
n!1

777
1
n D 1; lim

n!1
.777n/

1
n D lim

n!1
.777/

1
n � n

1
n D 1 � 1 D 1

故由夹逼准则得原极限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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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设 f .x/ D

8<: x˛
� cos

1

xˇ
; x > 0;

0; x ⩽ 0
.˛ > 0; ˇ > 0/ ，若 f 0.x/ 在 x D 0 处连续，则 ˛ � ˇ 的范围为

.

【解析】填“˛ � ˇ > 1”

因 f 0.x/在 x D 0处连续，故 f .x/在 x D 0处可导，于是有 f 0
C.0/ D f 0

�.0/

即 lim
x!0C

x˛ cos 1
xˇ � 0

x
D lim

x!0�

0 � 0

x
，亦即 lim

x!0C
x˛�1 cos

1

xˇ
D 0，因此 ˛ � 1 > 0

又因为 f 0.x/在 x D 0处连续，所以 lim
x!0C

f 0.x/ D lim
x!0�

f 0.x/ D f 0.0/，即

lim
x!0C

�
˛x˛�1 cos

1

xˇ
C ˇx˛�ˇ�1 sin

1

xˇ

�
D 0

由此可见 ˛ � ˇ � 1 > 0

15. 当 x ! 0时，将 f .x/ D ln
�
x C

p
1 C x2

�
展开至 x的三阶无穷小 .

【解析】填“x �
1

6
x3

C o
�
x3
�
”

(777解答)

由于
�
1 C x2

� 1
2 D 1 C

1

2
x2

�
1

8
x4

C o.x4/，所以

ln
�
x C

p
1 C x2

�
D ln

�
x C 1 C

1

2
x2

�
1

8
x4

C o.x4/

�
D ln

�
1 C

�
x C

1

2
x2

�
1

8
x4

C o.x4/

��
D x C

1

2
x2

C o.x3/ �
1

2

�
x C

1

2
x2

C o.x3/

�2

C
1

3

�
x C

1

2
x2

C o.x3/

�3

D x C

�
�

1

2
C

1

3

�
x3

C o
�
x3
�

D x �
1

6
x3

C o
�
x3
�

(P佬解答)

注意到
h
ln
�
x C

p
1 C x2

�i0

D
1

p
1 C x2

D .1 C x2/� 1
2 D 1 �

1

2
x2

C o.x2/。

所以 ln
�
x C

p
1 C x2

�
D x �

1

6
x3

C o.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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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设 f .x/ D ln
x

1 C x
，则 f .n/.1/ D .

【解析】填“.�1/n�1.n � 1/Š

�
1 �

1

2n

�
”

当 x > 0时，f .x/ D ln x � ln.1 C x/，

(777解答)

(1) ln x D lnŒ1 C .x � 1/� D

1X
nD1

.�1/n�1 .x � 1/n

n
,

(2) ln.1 C x/ D ln
�
2

�
1 C

x � 1

2

��
D ln 2 C ln

�
1 C

x � 1

2

�
D ln 2 C

1X
nD1

.�1/n�1 .x � 1/n

n � 2n

故 f .x/ D � ln 2 C

1X
nD1

.�1/n�1 .2n � 1/

n � 2n
.x � 1/n，则 f .n/.1/ D .�1/n�1.n � 1/Š

�
1 �

1

2n

�
(P佬解答)

此时 f 0.x/ D
1

x
�

1

1 C x
，所以 f .n/.x/ D Œf 0.x/�.n�1/

D
.�1/n�1.n � 1/Š

xn
�

.�1/n�1.n � 1/Š

.x C 1/n
。

所以 f .n/.1/ D .�1/n�1.n � 1/Š

�
1 �

1

2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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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答题。（本大题共 6个小题，共 70分。解答应写出文字说明、证明过程或演算步骤。请将解答写

在答题卡指定位置上。）

17. (本题满分 10分)

求极限 lim
n!1

 
sin π

n

n C 1
C

sin 2π
n

n C
1
2

C � � � C
sin nπ

n

n C
1
n

!

【解析】

由于

1

n C 1

�
sin

π
n

C sin
2π
n

C � � � C sin
nπ
n

�
⩽
 

sin π
n

n C 1
C

sin 2π
n

n C
1
2

C � � � C
sin nπ

n

n C
1
n

!

<
1

n

�
sin

π
n

C sin
2π
n

C � � � C sin
nπ
n

�
并且

lim
n!1

1

n C 1

�
sin

π
n

C sin
2π
n

C � � � C sin
nπ
n

�
D lim

n!1

n

n C 1
�

1

n

�
sin

π
n

C sin
2π
n

C � � � C sin
nπ
n

�
D lim

n!1

1

n

�
sin

π
n

C sin
2π
n

C � � � C sin
nπ
n

�
D

Z 1

0

sin.πx/dx D
2

π

故由夹逼准则得原极限D
2

π

18. (本题满分 12分)

设 f .x/ D

8<: jxj
p sin

1

x
; x ¤ 0;

0; x D 0:

(1) 当 p为何值时，f .x/在 x D 0处连续；

(2) 当 p为何值时，f .x/在 x D 0处可导；

(3) 当 p为何值时，f 0.x/在 x D 0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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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1)由连续的定义 lim
x!x0

f .x/ D f .x0/可知，此题中 f .x/在 x D 0处连续，即

lim
x!0

f .x/ D f .0/ ; lim
x!0

f .x/ D lim
x!0

jxj
p sin

1

x
D 0，当 p > 0时，满足连续要求

(2)题目要求 f .x/在 x D 0处可导即 f 0.0/存在。

由于 lim
x!0

f .x/ � f .0/

jxj
D lim

x!0
jxj

p�1 sin
1

x
，且当 p > 1时，该极限存在且为 0。

所以 lim
x!0

f .x/ � f .0/

x
D lim

x!0

f .x/ � f .0/

jxj
�

jxj

x
D 0(有界量 �无穷小)

故当 p > 1时，f .x/在 x D 0处可导

(3)当 x > 0时，f 0.x/ D

�
xp sin

1

x

�0

D pxp�1 sin
1

x
� xp�2 cos

1

x

当 x < 0时，f 0.x/ D

�
.�x/p sin

1

x

�0

D �p.�x/p�1 sin
1

x
� .�x/p�2 cos

1

x

当 x D 0时，f 0.0/ D 0

由此可知，当 p > 2时，f 0.x/在 x D 0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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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本题满分 12分)

已知函数 f .x/ D

(
x2x; x > 0;

xex
C 1; x ⩽ 0;

求 f 0.x/，并求 f .x/的极值

【解析】

(1)当 x 2 .0; C1/时，f 0.x/ D
�
x2x

�0
D
�
e2x ln x

�0
D 2.ln x C 1/x2x ,

(2)当 x 2 .�1; 0/时，f 0.x/ D .x C 1/ex ,

(3)在点 x D 0处，f 0
C.0/ D lim

x!0C

x2x � 1

x
D lim

x!0C

2x2x.ln x C 1/

1
D �1，故 f .x/在 x D 0处不可导

综上所述，f 0.x/ D

(
2x2x.ln x C 1/; x > 0;

.x C 1/ex; x < 0:

令 f 0.x/ D 0可得驻点 x D �1和 x D
1

e
，另外 x D 0为 f .x/的不可导点

当 x 2 .�1; �1/时，f 0.x/ < 0；当 x 2 .�1; 0/时，f 0.x/ > 0；

当 x 2

�
0;

1

e

�
时 f 0.x/ < 0；当 x 2

�
1

e
; C1

�
时，f 0.x/ > 0，

故 x D �1为极小值点，极小值为 f .�1/ D 1 � e�1；

x D 0为极大值点，极大值为 f .0/ D 1；

x D
1

e
为极小值点，极小值为 f

�
1

e

�
D e� 2

e

20. (本题满分 12分)

求曲线 y D
x1Cx

.1 C x/x
的斜渐近线方程

【解析】

斜渐近线的斜率为 k D lim
x!C1

y

x
D lim

x!C1

xx

.1 C x/x
D lim

x!C1

1�
1 C

1
x

�x D
1

e

斜渐近线的截距为

b D lim
x!C1

�
y �

x

e

�
D lim

x!C1

�
x1Cx

.1 C x/x
�

x

e

�
lim

x!C1

 
x�

1 C
1
x

�x �
x

e

!

D lim
x!C1

x
h
e �

�
1 C

1
x

�xi
e
�
1 C

1
x

�x D
1

e2
lim

x!C1

e �
�
1 C

1
x

�x
1
x

D
1

e2
lim

x!C1

e � ex ln.1C 1
x /

1
x

D �
1

e
lim

x!C1

ex ln.1C 1
x /�1 � 1
1
x

D �
1

e
lim

x!C1

x ln
�
1 C

1
x

�
� 1

1
x

D �
1

e
lim

x!C1

ln
�
1 C

1
x

�
�

1
x

1
x2

D �
1

e
lim

x!C1

�
1
2

1
x2

1
x2

D
1

2e

所以曲线 y D
x1Cx

.1 C x/x
的斜渐近线方程为 y D

x

e
C

1

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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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本题满分 12分)

试讨论方程 kx C
1

x2
� 1 D 0.x > 0/的实根个数

【解析】

分离参数得 k D
1

x
�

1

x3
.x > 0/令 f .x/ D

1

x
�

1

x3
.x > 0/; f 0.x/ D �

1

x2
C

3

x4
D

3 � x2

x4

令 f 0.x/ D 0，得 x D
p

3

当 x 2 .0;
p

3/时，f 0.x/ > 0，f .x/单调增

当 x 2 .
p

3; C1/时，f 0.x/ < 0，f .x/单调减

f .
p

3/ D
2

9

p
3; lim

x!0C
f .x/ D lim

x!0C

x2 � 1

x3
D �1; lim

x!C1
f .x/ D 0

(1)当 k >
2

9

p
3时，原方程无实根；

(2)当 k D
2

9

p
3或 k ⩽ 0时，原方程有 1个实根；

(3)当 0 < k <
2

9

p
3时，原方程有 2个实根。

22. (本题满分 12分)

(1) 证明：ln x <
1

2

�
x �

1

x

�
; x > 1

(2) 设 xn > 0，且 x1 > 1; ln xn D
x2

nC1 � 1

2xnC1

，求证: lim
n!1

xn存在并求其值。

【解析】

(1)令 g.x/ D ln x �
1

2

�
x �

1

x

�
; x > 1。此时 g.1/ D 0。

此时 g0.x/ D
1

x
�

1

2
�

1

2x2
D

2x � x2 � 1

2x2
D �

.x � 1/2

2x2
⩽ 0并且只在 x D 1处取得等号

所以 g.x/在 .1; C1/单调递减，所以 g.x/ < g.1/ D 0，所以 ln x <
1

2

�
x �

1

x

�
; x > 1。

(2)由 x1 > 1得 ln x1 D
x2

2 � 1

2x2

> 0，结合 xn > 0可解得 x2 > 1。

假定 xk > 1，则重复上述操作可得 ln xk D
x2

kC1
� 1

2x
kC1

> 0，结合 xn > 0可解得 xkC1 > 1。

所以由数学归纳法可得 8n，都有 xn > 1。

那么此时 xnC1 > 1，所以由 (1)可得 ln xn D
x2

nC1 � 1

2xnC1

> ln xnC1，所以 xn > xnC1。

所以 fxng单调递减且有下界，故 lim
n!1

xn存在，假设为 A.A ⩾ 1/。

则对 ln xn D
x2

nC1 � 1

2xnC1

两边取极限得 ln A D
A2 � 1

2A
D

1

2

�
A �

1

A

�
，结合 (1)可得 A 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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