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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使考研者能在较短时间内全面复习，提高考研应试能力和水平，作者根据最新数学考试大

纲的要求，深入研究了历年来考研试题，结合作者多年来在考研辅导班的授课经验，编写了《最新

考研数学（一）常考题型解题方法技巧归纳》一书．该书覆盖了考研内容的绝大部分题型，本书中的

解题方法新颖、技巧独特、适于自学，相信本书的出版会受到全国广大考生的青睐．
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本书根据考研数学大纲的要求，将历处来考研数学试题按题型分类，对各类题型的解法

进行了归纳总结，使考生能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数学试题是无限的，而题型是有限的，掌握好

这些题型及其解题方法与技巧，会减少解题的盲目性，从而提高解题效率，考生的应试能力自然就

得到了提高．同时也便于考生掌握考研数学（一）的大部分题型及其解题思路、方法与技巧，因而，

本书能起到指航引路、预测考向的作用．
本书特别强调对考研数学大纲划定的基本概念、基本定理、基本方法和基本公式的正确理解．

为此每一题型在讲解例题前常对上述“四个基本”进行剖析，便于考生理解、记忆，避免常犯错误．
本书另一特点是总结了许多实用快捷的简便算法，这些简便算法新颖、独特，它们是作者多年

来教学经验的总结，会大大提高考生的解题速度和准确性，使考生大大节省时间，因而有助于考生

应试能力和水平的提高．
本书还注意培养提高综合应用多个知识点解决问题的能力，对综合型题型进行了较多的分析

和解法，以期提高考生在这方面的能力．与此同时，注重一题多解，以期开阔考生的解题思路，使所

学知识融会贯通，能灵活地解决问题．
本书的讲述方法由浅入深，适于自学，尽量使选用的例题精而易懂、全而不滥．
为使考生具有扎实的数学基础知识，也为了更好地阅读本书，特向读者推荐一套可以指导你

全面、系统、深入复习考研数学的参考书，这就是本人编写的理工类数学学习指导、硕士研究生备

考指南丛书：《高等数学解题方法技巧归纳》（上、下册）、《线性代数解题方法技巧归纳》、《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解题方法技巧归纳》．这套丛书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全国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多次印

刷，久销不衰．很多已考取的理工类硕士研究生不少都受益于这套丛书．本人在撰写本书时，多处

引用了这套丛书的内容和方法，如果能把这套丛书结合起来学习必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读者指正．

编者

２０１０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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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　 求解与变限积分有关的问题 （１０１）…………………………………………………
题型一　计算含变限积分的极限 （１０１）………………………………………………………
题型二　求变限积分的导数 （１０３）……………………………………………………………
题型三　求变限积分的定积分 （１０５）…………………………………………………………
题型四　讨论变限积分函数的性态 （１０６）……………………………………………………
１．３．５　 证明定积分等式 （１０６）………………………………………………………………
题型一　证明定积分的变换公式 （１０６）………………………………………………………
题型二　证明定积分中值等式 （１０８）…………………………………………………………
１．３．６　 证明积分不等式 （１０９）………………………………………………………………
题型一　证明积分限相等时不等式两端成为零的积分不等式 （１０９）………………………
题型二　证明函数及其导函数所满足的积分不等式 （１１０）…………………………………

题型三　证明∫
ｂ

ａ
ｆ（ｘ）ｄｘ 或∫

ｂ

ａ
ｆ（ｘ）ｄ（ ）ｘ ≤ｋ（或 ≥ｋ），ｋ为常数 （１１０）…………………

题型四　证明题设中有二阶导数大（或小）于等于零的定积分不等式 （１１１）………………
１．３．７　 计算反常积分 （１１１）…………………………………………………………………
题型一　计算无穷区间上的反常积分 （１１１）…………………………………………………

题型二　判别∫
＋∞

ａ

ｄｘ
ｘｐ
与∫

＋∞

ａ

ｄｘ
ｘ（ｌｎｘ）ｐ

（ａ＞０）的敛散性 （１１３）………………………………

题型三　计算无界函数的反常积分 （１１４）……………………………………………………

题型四　判别∫
ｂ

ａ

ｄｘ
（ｂ－ｘ）ｐ

与∫
ｂ

ａ

ｄｘ
（ｘ－ａ）ｐ

的敛散性 （１１５）……………………………………

１．３．８　 定积分的应用 （１１６）…………………………………………………………………
题型一　已知曲线方程，求其所围平面图形的面积 （１１６）……………………………………
题型二　已知曲线所围平面图形的面积（或其旋转体体积）反求该曲线 （１１７）……………
题型三　计算平面曲线的弧长 （１１７）…………………………………………………………
题型四　计算平行截面面积已知的立体体积 （１１８）…………………………………………
题型五　求旋转体体积 （１１８）…………………………………………………………………
题型六　求旋转体的侧（表）面积 （１２０）………………………………………………………
题型七　求解几何应用与最值问题相结合的应用题 （１２１）…………………………………
题型八　计算变力所做的功 （１２２）……………………………………………………………
题型九　计算液体的侧压力 （１２３）……………………………………………………………
题型十　计算细杆对质点的引力 （１２３）………………………………………………………
题型十一　计算函数在区间上的平均值 （１２４）………………………………………………
习题１．３ （１２４）…………………………………………………………………………………

１．４　向量代数和空间解析几何 （１２７）……………………………………………………………
１．４．１　 向量代数及其简单应用 （１２７）………………………………………………………

·４·



题型一　用坐标表达式进行向量运算 （１２７）!!!!!!!!!!!!!!!!!!!
题型二　计算向量的数量积、向量积、混合积 （１２８）…………………………………………
题型三　利用向量运算证明（确定）向量关系 （１２９）…………………………………………
１．４．２　 求平面方程 （１３０）……………………………………………………………………
题型一　求过某已知点的平面方程 （１３０）……………………………………………………
题型二　求过已知直线的平面方程 （１３１）……………………………………………………
题型三　根据平面在坐标轴上的相对位置，求其方程 （１３１）…………………………………
题型四　求过两平面交线的平面方程 （１３２）…………………………………………………
１．４．３　 求直线方程 （１３２）……………………………………………………………………
题型一　求过已知点的直线方程 （１３３）………………………………………………………
题型二　求过已知点且与已知直线相交的直线方程 （１３３）…………………………………
题型三　求与两直线相交的直线方程 （１３４）…………………………………………………
题型四　求直线在平面上的投影直线方程 （１３５）……………………………………………
１．４．４　 讨论直线与平面的位置关系 （１３５）…………………………………………………
题型一　讨论平面间的位置关系 （１３５）………………………………………………………
题型二　讨论直线与直线的位置关系 （１３７）…………………………………………………
题型三　讨论直线与平面的位置关系 （１３８）…………………………………………………
１．４．５　 求二次曲面方程和空间曲线在坐标面上的投影方程 （１３８）………………………
题型一　求坐标面上曲线绕坐标轴旋转所得的旋转曲面方程 （１３９）………………………
题型二　求空间曲线绕坐标轴旋转所得的曲面方程 （１３９）…………………………………
题型三　求母线平行于坐标轴的柱面方程 （１４０）……………………………………………
题型四　求空间曲线在坐标面上的投影方程 （１４１）…………………………………………
１．４．６　 求解空间解析几何与线性代数、微积分相结合的综合题 （１４１）……………………
习题１．４ （１４３）…………………………………………………………………………………

１．５　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 （１４５）……………………………………………………………
１．５．１　 正确理解二元函数连续、可偏导及可微之间的关系 （１４５）…………………………
题型一　依定义判别二元函数在某点是否连续、可偏导及可微 （１４５）………………………
题型二　判别二元函数连续、可偏导、可微之间的关系 （１４６）………………………………
１．５．２　 计算多元函数的偏导数和全微分 （１４７）……………………………………………
题型一　利用隐函数存在定理确定隐函数 （１４７）……………………………………………
题型二　求抽象复合函数的偏导数 （１４７）……………………………………………………
题型三　计算隐函数的导数 （１５０）……………………………………………………………
题型四　作变量代换将偏导数满足的方程变形 （１５１）………………………………………
题型五　求方向导数和梯度 （１５２）……………………………………………………………
题型六　求二元函数的全微分 （１５４）…………………………………………………………
１．５．３　 多元函数微分学的应用 （１５５）………………………………………………………
题型一　已知空间曲线的参数方程，求其切线或法平面方程 （１５５）…………………………
题型二　已知空间曲线为两曲面的交线，求其切线或法平面方程 （１５６）……………………
题型三　已知空间曲面方程，求其切平面或法线方程 （１５７）…………………………………
题型四　求二元函数的极值和最值 （１５８）……………………………………………………
题型五　求二（多）元函数的条件极值 （１６０）…………………………………………………
习题１．５ （１６２）…………………………………………………………………………………

１．６　多元函数积分学 （１６４）………………………………………………………………………
１．６．１　 利用区域的对称性化简多元函数的积分 （１６４）……………………………………
题型一　计算积分区域具有对称性，被积函数具有奇偶性的重积分 （１６４）…………………
题型二　计算积分区域关于直线ｙ＝ｘ对称的二重积分 （１６６）………………………………
题型三　计算积分区域具有轮换对称性的三重积分 （１６７）…………………………………
题型四　计算积分曲线（面）具有对称性的第一类曲线（面）积分 （１６７）……………………

·５·



题型五　计算平面积分曲线关于ｙ＝ｘ对称的第一类曲线积分 （１６８）!!!!!!!!!
题型六　计算空间积分曲线具有轮换对称性的第一类曲线积分 （１６８）……………………
题型七　计算积分曲线具有对称性的第二类曲线积分 （１６９）………………………………
题型八　计算积分曲面具有对称性的第二类曲面积分 （１７０）………………………………
１．６．２　 交换积分次序及转换二次积分 （１７１）………………………………………………
题型一　交换二次积分的积分次序 （１７１）……………………………………………………
题型二　转换二次积分 （１７２）…………………………………………………………………
１．６．３　 计算二重积分 （１７４）…………………………………………………………………
题型一　计算被积函数分区域给出的二重积分 （１７４）………………………………………
题型二　计算圆域或部分圆域上的二重积分 （１７５）…………………………………………
１．６．４　 计算三重积分 （１７６）…………………………………………………………………
题型一　计算积分区域的边界方程均为一次的三重积分 （１７６）……………………………
题型二　计算积分区域为旋转体的三重积分 （１７７）…………………………………………
题型三　计算积分区域由球面或球面与锥面所围成的三重积分 （１７７）……………………
题型四　计算被积函数至少缺两个变量的三重积分 （１７８）…………………………………
题型五　计算易求出其截面区域上的二重积分的三重积分 （１８０）…………………………
１．６．５　 计算曲线积分 （１８０）…………………………………………………………………
题型一　计算第一类平面曲线积分 （１８０）……………………………………………………
题型二　求解平面上与路径无关的第二类曲线积分有关问题 （１８１）………………………
题型三　计算平面上与路径有关的第二类曲线积分 （１８５）…………………………………
题型四　计算空间第二类曲线积分 （１８７）……………………………………………………
１．６．６　 计算曲面积分 （１８９）…………………………………………………………………
题型一　计算第一类曲面积分 （１８９）…………………………………………………………
题型二　计算第二类曲面积分 （１９１）…………………………………………………………
题型三　已知第二类曲面积分的值，求被积式中的未知函数 （１９７）…………………………
１．６．７　 多元函数积分学的应用 （１９８）………………………………………………………
题型一　计算空间曲线的弧长 （１９８）…………………………………………………………
题型二　求曲面面积 （１９８）……………………………………………………………………
题型三　计算立体体积 （２００）…………………………………………………………………
题型四　求质量、重心及转动惯量 （２０１）………………………………………………………
题型五　计算变力沿曲线所做的功 （２０３）……………………………………………………
题型六　计算物体对质点的引力 （２０５）………………………………………………………
题型七　计算向量场的散度与流量（通量） （２０６）……………………………………………
题型八　计算向量场的旋度与环流量 （２０７）…………………………………………………
习题１．６ （２０９）…………………………………………………………………………………

１．７　级数 （２１１）………………………………………………………………………………………
１．７．１　 利用定义及其性质判别级数的敛散性 （２１１）………………………………………
题型一　判别一般项由相邻两项代数和组成的级数的敛散性 （２１１）………………………
题型二　利用级数的性质判别级数的敛散性 （２１１）…………………………………………
１．７．２　 判别三类常数项级数的敛散性 （２１２）………………………………………………
题型一　判别正项级数的敛散性 （２１２）………………………………………………………
题型二　判别交错级数的敛散性 （２１５）………………………………………………………
题型三　判别任意项级数的敛散性 （２１６）……………………………………………………
１．７．３　 证明常数项级数的敛散性 （２１８）……………………………………………………
题型一　证明一般项为相邻两项代数和的级数的敛散性 （２１８）……………………………
题型二　已知一级数收敛，证明相关级数收敛 （２１８）…………………………………………
题型三　已知一般项有极限，证明该级数的敛散性 （２１９）……………………………………
题型四　证明（判别）一般项为（含）定积分的级数的敛散性 （２２０）…………………………

·６·



题型五　证明一般项用递推关系式给出的级数的敛散性 （２２０）!!!!!!!!!!!
题型六　已知函数高阶可导，证明由该函数值组成的级数的敛散性 （２２０）…………………
１．７．４　 幂级数的收敛半径、收敛区间及收敛域的求法 （２２１）………………………………
１．７．５　 求级数的和 （２２３）……………………………………………………………………

题型一　求∑
∞

ｎ＝１
Ｐ（ｎ）ｘｎ 的和函数，Ｐ（ｎ）为ｎ的多项式 （２２３）………………………………

题型二　求∑
∞

ｎ＝０

１
Ｑ（ｎ）ｘ

ｎ 的和函数，Ｑ（ｎ）为ｎ的多项式 （２２５）………………………………

题型三　求含阶乘因子的幂级数的和函数 （２２７）……………………………………………
题型四　求数值级数的和 （２２８）………………………………………………………………
１．７．６　 将简单函数间接展开成幂级数 （２３１）………………………………………………
题型一　求反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 （２３１）………………………………………………
题型二　将对数函数展成幂级数 （２３２）………………………………………………………
题型三　将有理分式函数展成幂级数 （２３３）…………………………………………………
题型四　将三角函数展成幂级数 （２３３）………………………………………………………
１．７．７　 傅里叶级数 （２３３）……………………………………………………………………
题型一　将周期函数展为傅里叶级数 （２３３）…………………………………………………
题型二　求傅里叶系数 （２３８）…………………………………………………………………
题型三　求傅里叶级数的和函数在某点的值 （２３８）…………………………………………
习题１．７ （２３８）…………………………………………………………………………………

１．８　常微分方程 （２４１）………………………………………………………………………………
１．８．１　 求解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２４１）………………………………………………………
题型一　求解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 （２４１）…………………………………………………
题型二　求解齐次方程 （２４１）…………………………………………………………………
题型三　求解一阶线性方程 （２４２）……………………………………………………………
题型四　求解几类可化为一阶线性方程的方程 （２４２）………………………………………
题型五　求解方程Ｐ（ｘ，ｙ）ｄｘ＋Ｑ（ｘ，ｙ）ｄｙ＝０ （２４４）…………………………………………
题型六　求解由变量的增量关系给出的一阶方程 （２４５）……………………………………
题型七　求满足某种性质的一阶微分方程的特解 （２４５）……………………………………
１．８．２　 求解线性微分方程 （２４７）……………………………………………………………
题型一　利用线性微分方程解的结构和性质求解有关问题 （２４７）…………………………
题型二　求解可降阶的二阶微分方程 （２４８）…………………………………………………
题型三　求解高阶常系数齐次线性方程 （２４９）………………………………………………
题型四　求解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方程 （２５０）……………………………………………
题型五　求解欧拉方程 （２５３）…………………………………………………………………
题型六　求解含变限积分的方程 （２５４）………………………………………………………
１．８．３　 已知特解反求其常系数线性方程 （２５４）……………………………………………
题型一　已知特解反求其齐次方程 （２５４）……………………………………………………
题型二　已知特解反求其非齐次方程 （２５５）…………………………………………………
１．８．４　 用微分方程求解几何和物理中的简单应用题 （２５６）………………………………
习题１．８ （２６０）…………………………………………………………………………………

第２篇　线 性 代 数
２．１　计算行列式 （２６２）………………………………………………………………………………

２．１．１　 计算数字型行列式 （２６２）……………………………………………………………
题型一　计算非零元素主要在一条或两条对角线上的行列式 （２６２）………………………
题型二　计算非零元素在三条线上的行列式 （２６３）…………………………………………
题型三　计算行（列）和相等的行列式 （２６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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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四　计算范德蒙行列式 （２６５）!!!!!!!!!!!!!!!!!!!!!!!
题型五　求代数余子式线性组合的值 （２６５）…………………………………………………
题型六　求行列式中含某因子的所有项 （２６６）………………………………………………
２．１．２　 计算抽象矩阵的行列式 （２６７）………………………………………………………
题型一　求由行（列）向量表示的矩阵的行列式的值 （２６７）…………………………………
题型二　计算与伴随矩阵有关的矩阵行列式 （２６８）…………………………………………
题型三　计算含零子块的四分块矩阵的行列式 （２６９）………………………………………
题型四　证明方阵的行列式等于零，或不等于零 （２６９）………………………………………
２．１．３　克莱姆法则的应用 （２７０）………………………………………………………………
习题２．１ （２７２）…………………………………………………………………………………

２．２　矩阵 （２７３）………………………………………………………………………………………
２．２．１　 证明矩阵的可逆性 （２７３）……………………………………………………………
题型一　已知一矩阵等式证明有关矩阵可逆，并求其逆矩阵 （２７３）…………………………
题型二　证明矩阵Ａ可逆，且Ａ－１＝Ｂ （２７４）…………………………………………………
题型三　证明和（差）矩阵可逆 （２７５）…………………………………………………………
题型四　求矩阵的逆矩阵，该矩阵含一（些）矩阵的逆矩阵 （２７５）……………………………
题型五　证明方阵为不可逆矩阵 （２７６）………………………………………………………
２．２．２　 矩阵元素给定，求其逆矩阵的方法 （２７６）……………………………………………
２．２．３　 求解与伴随矩阵有关的问题 （２７７）…………………………………………………
题型一　计算与伴随矩阵有关的矩阵行列式 （２７７）…………………………………………
题型二　求与伴随矩阵有关的矩阵的逆矩阵 （２７８）…………………………………………
题型三　求与伴随矩阵有关的矩阵的秩 （２７９）………………………………………………
题型四　求伴随矩阵 （２７９）……………………………………………………………………
２．２．４　 计算ｎ阶矩阵的高次幂 （２７９）………………………………………………………
题型一　计算能分解为一列向量与一行向量相乘的矩阵的高次幂 （２７９）…………………
题型二　计算能相似对角化的矩阵的高次幂 （２８０）…………………………………………
题型三　计算能分解为两可交换矩阵之和的矩阵的高次幂 （２８１）…………………………
题型四　计算其平方等于原矩阵或单位矩阵倍数的矩阵高次幂 （２８１）……………………
２．２．５　 求矩阵的秩 （２８２）……………………………………………………………………
题型一　求元素具体给定的矩阵的秩 （２８２）…………………………………………………
题型二　求抽象矩阵的秩 （２８３）………………………………………………………………
题型三　已知矩阵的秩，求其待定常数 （２８５）…………………………………………………
２．２．６　 分块矩阵乘法运算的应用举例 （２８５）………………………………………………
２．２．７　 求解矩阵方程 （２８６）…………………………………………………………………
题型一　求解含单位矩阵加项的矩阵方程 （２８７）……………………………………………
题型二　求解只含一个未知矩阵的矩阵方程 （２８８）…………………………………………
题型三　求解含多个未知矩阵的矩阵方程 （２８８）……………………………………………
题型四　求与已知矩阵可交换的所有矩阵 （２９１）……………………………………………
题型五　已知一矩阵方程，求方程中某矩阵的行列式 （２９１）…………………………………
２．２．８　 初等变换与初等矩阵的关系的应用 （２９２）…………………………………………
题型一　用初等矩阵表示相应的初等变换 （２９２）……………………………………………
题型二　利用初等矩阵的逆矩阵的性质计算矩阵 （２９３）……………………………………
习题２．２ （２９３）…………………………………………………………………………………

２．３　向量 （２９６）………………………………………………………………………………………
２．３．１　 判别向量组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 （２９６）……………………………………………
题型一　用线性相关性定义做选择题、填空题 （２９６）…………………………………………
题型二　判别分量已知的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 （２９７）………………………………………
题型三　证明几类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 （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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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四　已知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求其待定常数 （３０２）!!!!!!!!!!!!!!
２．３．２　 判定向量能否由向量组线性表示 （３０２）……………………………………………
题型一　判定分量已知的向量能否由向量组线性表示 （３０２）………………………………
题型二　判断一抽象向量能否由向量组线性表示 （３０４）……………………………………
题型三　判别一向量组能否由另一向量组线性表示 （３０５）…………………………………
２．３．３　 两向量组等价的常用证法 （３０５）……………………………………………………
２．３．４　 向量组的秩与极大线性无关组 （３０８）………………………………………………
题型一　求分量给出的向量组的秩及其极大线性无关组 （３０９）……………………………
题型二　将向量用极大线性无关组线性表示 （３１０）…………………………………………
题型三　证明抽象向量组的秩有关问题 （３１０）………………………………………………
题型四　证某向量组为一极大无关组 （３１１）…………………………………………………
２．３．５　 向量空间 （３１２）………………………………………………………………………
题型一　求解空间的基、标准正交基（规范正交基） （３１２）……………………………………
题型二　求过渡矩阵 （３１４）……………………………………………………………………
题型三　求向量在某组基下的坐标 （３１４）……………………………………………………
习题２．３ （３１６）…………………………………………………………………………………

２．４　线性方程组 （３１８）………………………………………………………………………………
２．４．１　 判定线性方程组解的情况 （３１８）……………………………………………………
题型一　判定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情况 （３１８）………………………………………………
题型二　判定非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情况 （３２０）……………………………………………
２．４．２　 由其解反向求方程组或其参数 （３２１）………………………………………………
题型一　已知ＡＸ＝０的解的情况，反求Ａ中参数 （３２２）……………………………………
题型二　已知ＡＸ＝ｂ的解的情况，反求方程组中参数 （３２２）…………………………………
题型三　已知其基础解系，求该方程组的系数矩阵 （３２３）……………………………………
２．４．３　 证明一组向量为基础解系 （３２４）……………………………………………………
２．４．４　 基础解系和特解的简便求法 （３２５）…………………………………………………
２．４．５　 求解含参数的线性方程组 （３２６）……………………………………………………
题型一　求解方程个数与未知数个数相等的含参数的线性方程组 （３２７）…………………
题型二　求解方程个数与未知数个数不等的含参数的线性方程组 （３２９）…………………
题型三　求解参数仅出现在常数项的线性方程组 （３３０）……………………………………
题型四　求含参数的方程组满足一定条件的通解 （３３０）……………………………………
２．４．６　 求抽象线性方程组的通解 （３３１）……………………………………………………
题型一　Ａ没有具体给出，求ＡＸ＝０的通解 （３３１）……………………………………………
题型二　已知ＡＸ＝ｂ的特解，求其通解 （３３２）…………………………………………………
题型三　利用线性方程组的向量形式求（证明）其解 （３３３）…………………………………
２．４．７　 求两线性方程组的非零公共解 （３３４）………………………………………………
题型一　求两齐次线性方程组的非零公共解 （３３４）…………………………………………
题型二　证明两齐次线性方程组有非零公共解 （３３５）………………………………………
题型三　讨论两方程组同解的有关问题 （３３５）………………………………………………
习题２．４ （３３７）…………………………………………………………………………………

２．５　矩阵的特征值、特征向量 （３４０）……………………………………………………………
２．５．１　 求矩阵的特征值、特征向量 （３４０）……………………………………………………
题型一　求元素给出的矩阵的特征值、特征向量 （３４０）………………………………………
题型二　证明（判别）抽象矩阵的特征值、特征向量 （３４２）……………………………………
２．５．２　 由特征值和（或）特征向量反求其矩阵 （３４３）………………………………………
题型一　由特征值和（或）特征向量反求矩阵的待定常数 （３４３）……………………………
题型二　已知特征值、特征向量，反求其矩阵 （３４４）…………………………………………
题型三　计算Ａｎβ，其中β为列向量，Ａ为方阵 （３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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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３　 求相关联矩阵的特征值、特征向量 （３４６）!!!!!!!!!!!!!!!!!
２．５．４　 判别同阶方阵是否相似 （３４８）………………………………………………………
题型一　判别方阵是否可对角化 （３４８）………………………………………………………
题型二　判别两同阶方阵是否相似 （３５０）……………………………………………………
２．５．５　 相似矩阵性质的简单应用 （３５１）……………………………………………………
２．５．６　 与两矩阵相似有关的计算 （３５２）……………………………………………………
题型一　矩阵Ａ可相似对角化，求Ａ中待定常数及可逆矩阵Ｐ，使

Ｐ－１　ＡＰ＝ｄｉａｇ（λ１，λ２，…，λｎ），其中λ１，λ２，…，λｎ 为Ａ 的特征值 （３５２）………………
题型二　Ａ为实对称矩阵，求Ａ中待定常数及正交矩阵Ｑ，使

Ｑ－１　ＡＱ＝ＱＴＡＱ＝ｄｉａｇ（λ１，λ２，…，λｎ），其中λ１，λ２，…，λｎ 为Ａ 的特征值 （３５３）!!
题型三　已知矩阵Ａ和可逆矩阵Ｐ满足一等式，求矩阵Ｂ，使Ｐ－１　ＡＰ＝Ｂ （３５４）…………
习题２．５ （３５５）…………………………………………………………………………………

２．６　二次型 （３５７）……………………………………………………………………………………
２．６．１　 化二次型为标准形 （３５７）……………………………………………………………
题型一　化二次型为标准形 （３５７）……………………………………………………………
题型二　已知二次型的标准形，确定该二次型 （３６０）…………………………………………
２．６．２　 判别或证明实二次型（实对称矩阵）的正定性 （３６１）………………………………
题型一　判别具体给定的二次型的正定性 （３６１）……………………………………………
题型二　判别或证明抽象的二次型（实对称矩阵）的正定性 （３６１）…………………………
题型三　确定待定常数使二次型或其矩阵正定 （３６３）………………………………………
题型四　证明与正定矩阵相关联矩阵的正定性 （３６４）………………………………………
２．６．３　 合同矩阵 （３６４）………………………………………………………………………
题型一　判别两实对称矩阵合同 （３６４）………………………………………………………
题型二　讨论矩阵等价、相似及合同的关系 （３６５）……………………………………………
习题２．６ （３６６）…………………………………………………………………………………

第３篇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３．１　随机事件和概率 （３６９）………………………………………………………………………

３．１．１　 随机事件间的关系及运算 （３６９）……………………………………………………
题型一　描绘随机试验的样本空间 （３６９）……………………………………………………
题型二　用式子表示事件关系及其运算 （３６９）………………………………………………
题型三　利用事件运算的性质或图示法简化事件算式 （３７０）………………………………
题型四　求满足一定条件的事件关系 （３７０）…………………………………………………
３．１．２　 直接计算随机事件的概率 （３７１）……………………………………………………
题型一　计算古典型概率 （３７１）………………………………………………………………
题型二　计算几何型概率 （３７２）………………………………………………………………
题型三　计算伯努利概型中事件的概率 （３７４）………………………………………………
３．１．３　 间接计算随机事件的概率 （３７４）……………………………………………………
题型一　计算和、差、积事件的概率 （３７４）……………………………………………………
题型二　求与包含关系有关的事件的概率 （３７６）……………………………………………
题型三　计算与互斥事件有关的事件的概率 （３７７）…………………………………………
题型四　求与条件概率有关的事件的概率 （３７７）……………………………………………
题型五　求与他事件有关的单个事件的概率 （３７７）…………………………………………
题型六　判别或证明事件概率不等式 （３７８）…………………………………………………
３．１．４　 几个计算概率公式的实际应用 （３７８）………………………………………………
题型一　用加法公式求解实际应用题 （３７８）…………………………………………………
题型二　用条件概率与概率的乘法公式求解实际应用题 （３７９）……………………………
题型三　用全概公式和逆概（贝叶斯）公式求解实际应用题 （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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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四　利用抽签原理计算事件概率 （３８２）!!!!!!!!!!!!!!!!!!!
３．１．５　 判别事件的独立性 （３８３）……………………………………………………………
题型一　判别（证明）两事件相互独立 （３８３）…………………………………………………
题型二　判别（证明）ｎ（ｎ＞２）个事件相互独立 （３８４）…………………………………………
习题３．１ （３８５）…………………………………………………………………………………

３．２　一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３８８）………………………………………………………………
３．２．１　 分布列、概率密度及分布函数性质的应用 （３８８）……………………………………
题型一　判别分布列、概率密度及分布函数 （３８９）……………………………………………
题型二　证明某实函数为某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 （３９０）……………………………………
题型三　利用分布的性质，确定待定常数或所满足的条件 （３９０）……………………………
题型四　求随机变量落在某点或某区间上的概率 （３９１）……………………………………
３．２．２　 求分布列（概率分布）、概率密度及分布函数 （３９１）…………………………………
题型一　求概率分布（分布律）及其分布函数 （３９１）…………………………………………
题型二　求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或其取值 （３９３）……………………………………
题型三　求概率密度 （３９４）……………………………………………………………………
３．２．３　 利用常见分布计算有关事件的概率 （３９４）…………………………………………
题型一　利用二项分布计算伯努利概型中事件的概率 （３９４）………………………………
题型二　利用超几何分布计算事件的概率 （３９６）……………………………………………
题型三　利用几何分布计算事件的概率 （３９７）………………………………………………
题型四　利用泊松分布计算事件的概率 （３９７）………………………………………………
题型五　利用均匀分布计算事件的概率 （３９８）………………………………………………
题型六　利用指数分布计算事件的概率 （３９９）………………………………………………
题型七　利用正态分布计算事件的概率 （４００）………………………………………………
３．２．４　 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４０３）…………………………………………………………
题型一　已知一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求其函数（另一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 （４０３）!!
题型二　已知一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分布，求其函数（另一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分布 （４０４）!!
题型三　已知一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分布，求其函数（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 （４０６）!!!
题型四　讨论随机变量函数分布的性质 （４０７）………………………………………………
习题３．２ （４０８）…………………………………………………………………………………

３．３　二维随机变量的联合概率分布 （４１０）……………………………………………………
３．３．１　 求二维随机变量的分布 （４１０）………………………………………………………
题型一　求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律 （４１０）………………………………………
题型二　求二维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 （４１３）…………………………………………………
题型三　由联合分布、边缘分布求条件分布 （４１５）……………………………………………
题型四　由条件分布反求联合分布、边缘分布 （４１８）…………………………………………
题型五　已知分区域定义的联合密度，求其分布函数 （４１９）…………………………………
３．３．２　 随机变量的独立性 （４２０）……………………………………………………………
题型一　判别两随机变量的独立性 （４２０）……………………………………………………
题型二　利用独立性确定联合分布中的待定常数 （４２４）……………………………………
３．３．３　 计算二维随机变量取值的概率 （４２５）………………………………………………
题型一　计算两离散型随机变量运算后取值的概率 （４２５）…………………………………
题型二　求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落入平面区域内的概率 （４２６）……………………………
题型三　求与ｍａｘ（Ｘ，Ｙ）或（和）ｍｉｎ（Ｘ，Ｙ）有关的概率 （４２７）………………………………
题型四　求系数为随机变量的二次方程有根、无根的概率 （４２７）……………………………
３．３．４　 求二维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４２８）…………………………………………………
题型一　已知（Ｘ，Ｙ）的联合分布律，求Ｚ＝ｇ（Ｘ，Ｙ）的分布律 （４２８）……………………………
题型二　求两连续型随机变量的简单函数的分布 （４２９）……………………………………
题型三　已知Ｘ，Ｙ 的分布，求ｍａｘ（Ｘ，Ｙ）或（和）ｍｉｎ（Ｘ，Ｙ）的分布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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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３．３ （４３５）!!!!!!!!!!!!!!!!!!!!!!!!!!!!!!!
３．４　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４３８）…………………………………………………………………

３．４．１　 求一维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４３８）…………………………………………………
题型一　求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与方差 （４３８）………………………………………………
题型二　求随机变量函数的数学期望 （４４１）…………………………………………………
题型三　计算随机变量的矩 （４４３）……………………………………………………………
３．４．２　 求二维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４４４）…………………………………………………
题型一　求（Ｘ，Ｙ）的函数ｇ（Ｘ，Ｙ）的数学期望和方差 （４４４）…………………………………
题型二　计算协方差和相关系数 （４４５）………………………………………………………
３．４．３　 计算两类分布的数字特征 （４４９）……………………………………………………
题型一　计算正态分布的数字特征 （４４９）……………………………………………………
题型二　计算Ｚ＝ｍａｘ（Ｘ，Ｙ）或（和）Ｗ＝ｍｉｎ（Ｘ，Ｙ）的数字特征 （４５０）………………………
３．４．４　 讨论随机变量相关性与独立性的关系 （４５２）………………………………………
题型一　确定两随机变量相关与不相关 （４５２）………………………………………………
题型二　讨论相关性与独立性的关系 （４５３）…………………………………………………
３．４．５　 已知数字特征，求分布中的待定常数 （４５４）…………………………………………
３．４．６　 求解两类综合应用题 （４５６）…………………………………………………………
题型一　求解与数字特征有关的实际应用题 （４５６）…………………………………………
题型二　求解概率论与其他数学分支的综合应用题 （４５７）…………………………………
习题３．４ （４５９）…………………………………………………………………………………

３．５　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 （４６１）……………………………………………………………
３．５．１　 用切比雪夫不等式估计事件的概率 （４６１）…………………………………………
３．５．２　 大数定律成立的条件和结论 （４６３）…………………………………………………
题型一　利用三个大数定律成立的条件解题 （４６５）…………………………………………
题型二　求随机变量序列依概率的收敛值 （４６６）……………………………………………
３．５．３　 两个中心极限定理的简单应用 （４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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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篇 　 高 等 数 学

１．１　 函数、极限、连续

１．１．１　 求几类函数的表达式

题型一 　求分段函数的复合函数

常用代入法或分段代入法求之．

设ｆ（ｘ）＝
ｆ１（ｘ），ｘ≤φ１（ｘ），

ｆ２（ｘ），ｘ＞φ２（ｘ｛ ）；ｇ
（ｘ）＝

ｇ１（ｘ），ｘ≤ψ１（ｘ），

ｇ２（ｘ），ｘ＞ψ２（ｘ）｛ ．
为求ｆ［ｇ（ｘ）］，先将ｇ（ｘ）代入

ｆ（ｘ）表达式中的所有ｘ，得到

ｆ［ｇ（ｘ）］＝
ｆ１［ｇ（ｘ）］，ｇ（ｘ）≤φ１［ｇ（ｘ）］，

ｆ２［ｇ（ｘ）］，ｇ（ｘ）＞φ２［ｇ（ｘ）］｛ ．

①

②
再将ｇ（ｘ）的分段表达式ｇ１（ｘ）分别代入式①、式②中右端的ｇ（ｘ），并将所得不等式与ｇ１（ｘ）

的自变量的变化范围ｘ≤ψ１（ｘ）求交．对ｇ（ｘ）的另一分段表达式ｇ２（ｘ）也同样处理，于是得到

ｆ［ｇ（ｘ）］＝

ｆ１［ｇ１（ｘ）］，ｇ１（ｘ）≤φ１［ｇ１（ｘ）］，ｘ≤ψ１（ｘ），

ｆ２［ｇ１（ｘ）］，ｇ１（ｘ）＞φ２［ｇ１（ｘ）］，ｘ≤ψ１（ｘ），

ｆ１［ｇ２（ｘ）］，ｇ２（ｘ）≤φ１［ｇ２（ｘ）］，ｘ＞ψ２（ｘ），

ｆ２［ｇ２（ｘ）］，ｇ２（ｘ）＞φ２［ｇ２（ｘ）］，ｘ＞ψ２（ｘ）

烅

烄

烆 ．

③

④

⑤

⑥
分别求解式 ③、式 ④、式 ⑤、式 ⑥ 中的不等式组（其中有些不等式组可能无解），即得复合函数

ｆ［ｇ（ｘ）］各段自变量的取值范围．

例１［２００１年１，２］＊　 设ｆ（ｘ）＝
１，｜ｘ｜≤１，

０，｜ｘ｜＞１｛ ，
则ｆ［ｆ（ｘ）］＝ ．

解一 　 用代入法求之，得到

ｆ［ｆ（ｘ）］＝
１， ｜ｆ（ｘ）｜≤１，

０， ｜ｆ（ｘ）｜＞｛ １
＝

１， ｜１｜≤１， ｜ｘ｜≤１，

０， ｜１｜＞１， ｜ｘ｜≤１，

１， ｜０｜≤１， ｜ｘ｜＞１，

０， ｜０｜＞１， ｜ｘ｜＞１

烅

烄

烆 ．

①

②

③

④
其中上式最右端的不等式组 ② 与 ④ 无解，因而得到

ｆ［ｆ（ｘ）］＝
１， ｜ｘ｜≤１，

１， ｜ｘ｜＞｛ １
＝１（－∞ ＜ｘ＜＋∞）．

解二 　 由于对任意实数ｘ，均有｜ｆ（ｘ）｜≤１，根据ｆ（ｘ）的定义有ｆ［ｆ（ｘ）］＝１．
题型二 　 已知ｆ［ｇ（ｘ）］＝φ（ｘ），其中φ（ｘ）是已知函数，求ｆ或ｇ

·１·

＊ 例１［２００１年１，２］表示例１是２００１年数学一和数学二的考题．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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