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转本高等数学 150

分之重点题型总结★★★ 
1.无穷小阶的比较 

（1） 需要具备的基础知识 

① 无穷小阶的基本概念 

② 等价无穷小的替换公式 

尤其注意：  (1 ) 1x x   :

③ 极限的计算能力 

（2） 题型 

例 1（基本题型）2013 年第 1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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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找不同）当 时，下列无穷小中与 不等价的是0x  x
(     ) 

    .A 210x x .B
2ln(1 )x

x


    .C 2sin(2sin )x x .D 22 1xe x 

例 3（找不同）冲刺班 P7 页例 1.6-2 

 2 2,1 cos , 1 1, tanx x x x x   

解题方法：与 （幂函数）做商的极限。 kx

例 4（求参数）2010 年第 1 题 

解题方法：转化为已知函数极限存在，求函数中的参数。 

例 5（求参数）冲刺班 P9 页例 1.7-4 

例 6（求参数）求 的值，使当 时，,a b 0x 

是比 高阶的无穷小 2( 1)xe ax bx   2x

例 7（求参数）冲刺班 P146 页综合演练六第 1 题 

2. 导数的定义 

（1）需要具备的基础知识 

①导数的原始定义：两个 

备注：定义 1 变化多端，定义 2 不能变（除了构造定义外，

还用在分段函数求导） 

②极限的计算能力。 

③连续与可导的概念 

（2）例题 

定义 1 的构造题 

例 1.2008 年第 2 题 

例 2.2011 年第 2 题 

例 3. 2003 年第 1 题 

例 4.冲刺班 P13 页例 1.9-2 

定义 2 的构造题 

备注：若题目中出现“f（0）=0，f‘（0）=1” 

类似的字样，则考虑使用定义 2，切忌乱用 

罗比达法则 

例 5.已知 ， ，则(0) 0f  (0) 1f  

 
0 0 0

( ) ( ) ( ) (0)lim lim lim (0) 1?
tan 0x x x

f x f x f x f f
x x x  

    


例 6.冲刺班 P155 页综演十第 3 题（题目有误） 

例 7.2013 年第 6 题 

例 8. 设 在点 处可导，且 ，则( )f x 0x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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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等价无穷小代换公式  1 ln       ( 0)xa x a x :

例 9. 设函数 在 处可导，且 ，则( )f x 0x  (0) 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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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1：导数定义 2 在分段函数求导中的应用 

（1）判定或利用分段点可导 

分段函数的类型： 

 

( ),
,
( ),

f x x a
A x a
g x x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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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x x a
g x x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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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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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设 在 处可

2 1sin , 0
( )

, 0

x x
f x x

ax b x

  
  

0x 

导，求 a，b 的值。 

例 2 设 ，判定 f
2

2

1sin , 0
( )

,         0

x x
f x x

x x

  
 

（x）在 x=0 处是否可导。 
（2）分段函数求导函数 
方法：分段点以外的函数用求导法

则，分段点判定是否可导。 

例 3. 设 ，求  
2

2

1sin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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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设 ，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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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设 

，求

1( 2)arctan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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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x

补充 2：幂指函数求导 
方法：对数求导法（取自然对数法） 
例 6（2002 年第 23 题） 
 

3.积分的简单混合计算（导数、原函数、 

不定积分等） 

（1） 需要具备的基础知识 

① 三种不同描述表达同一含义 

A． F（x）是 f（x）的一个原函数； 

B．  ( ) ( )f x F x

C．  ( ) ( )f x dx F x C 
② 两个互逆运算 

A． （无论被积函数多么复杂） ( ) ( )f x dx f x   
B. （其中 x 为同一“函数”，( ) ( )f x dx f x C  

即实际公式为： ） ( ) ( )f u du f u C  
③ 积分计算能力 

备注： 等有时需要看做一个函数而已。 ( ), ( )f x f x 

（2） 例题 

例 1.2009 年第 5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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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例 2.2008 年第 10 题 

例 3.2006-2007 年第 4 题 

例 4.2011 年第 15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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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已知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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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1：变上限积分函数 

（1） 定义及来源 

（2） 性质（求导、存在的价值） 

备注：针对定积分而言 x 是常数，t 是变量。 

例 1.2007 年第 5 题、2008 年第 3 题、2009 年第 8 题、2010

年第 3 题、2011 年第 8 题 

例 2.2001 年第 12 题、2002 年第 16 题、2004 年第 14 题 

 

例 3.2004 年第 22 题、2012 年第 22 题 

备注：该类题最终转化为求微分方程，并且初始条件隐藏在

已知等式中（取下限）。 

例 4.（抽象的二重积分）2006 年第 24 题 

补充 2：广义积分（反常积分） 

（1）定义及类型 

无穷区间上的广义积分、*无界函数的广义积分（瑕积分） 

（2）计算 

A.选择填空 

与普通定积分计算几乎没有区别 



B．计算题 

注意解题格式（极限形式） 

备注：对于 

都要( ) , ( ) ( , )
b

a
f x dx f x dx x c a c b




   

分成两个广义积分求解。 

例 1.2012 年第 11 题 2001 年第 16 题 

例 2.其它。 

 

4.函数的连续性及间断点 

（1）需要具备的基础知识 

①极限值等于函数值， ，即左极限=右极
0

0lim ( ) ( )
x x

f x f x




限=函数值 

②间断点的定义（类型） 

备注：函数的间断点不能是端点，不能是定义域“以外”的

点。 

（2）例题 

讨论或证明函数在某点处的连续性（往往与可到导性结

合），多为已知连续（可导）求参数 

例 1.2013 年第 7 题 

例 2.2009 年第 3 题 

求函数的间断点并判断其类型 

备注：第一步找间断点（没有定义的一定是，分段函数的分

断点可能是）， 

第二步利用左右极限判断其类型。 

例 3.2012 年第 2 题 

例 4.2013 年第 3 题 

例 5.2011 年第 23 题 

例 6.基础班课件 

 
 

 

5.级数敛散性的判定 

（1）需要具备的基础知识 

①级数的定义 

②级数敛散性的性质 

③级数发散的充分条件 

④ 常见级数的敛散性（除了三种常见的，还应记住更多

“常见的具体的”） 

⑤ 正项级数收敛性判别法 

A. 比较法（一般比较法、极限形式比较法（关键词：等

价无穷小）） 

B. 比值法 

⑥ 交错级数 

A. 收敛性判定 

B. 条件收敛与绝对收敛 

备注：都是收敛，只是收敛的程度不同。 

（2）例题 

备注：肯定法、排除法、举特列（反例、针对抽象级数）、

推广的调和级数判定方法 

含有 ln、sin、tan 等初等函数的级数要利用等价无穷小代换

成其它级数（它们具有相同的敛散性） 

例 1.2013 年第 5 题（与往年不同，需要时间） 

例 2.2012 年第 6 题（肯定法） 

例 3.2010 年第 4 题（排除法） 

例 4.2009 年第 6 题（讨论一个级数的敛散性） 

例 5.冲刺班 P138 页第 6 题 

例 6.2006 年第 5 题 

例 7.2005 年第 6 题 

6.求幂级数的收敛域 

（1）需要具备的基础知识 

①系数模比值法 

②级数（常数项）敛散性的判定 

（2）例题 

备注：一共分四种不同情形，缺项级数利用系数模比值法求

出半径后开方（立方、…） 

例 1.2013 年第 12 题 

例 2.2012 年第 12 题 

例 3.冲刺班 P140 页第 12 题 

例 4.冲刺班 P142 页第 11 题 

例 5.求 的收敛域 
1

1 (2 1)n

n
x

n







例 6 冲刺班 P51 页例 1.40-1、1.40-2、1.40-3 

7. 幂指函数求极限（或求导） 

（1）需要具备的基础知识 

①对数的运算性质 

②取自然对数法 

③重要极限的推广公式 

（2）例题 

例 1.2011 年第 7 题 

例 2.2010 年第 7 题 

例 3.2009 年第 7 题 

例 4.冲刺班 P53 页例 2.1-2，2.1-3 

例 5.2012 年第 9 题 



例 6.2002 年第 23 题 

8. 定积分与二重积分的化简 

（1）需要具备的基础知识 

①熟练掌握一元函数奇偶性的判定 

②定积分的计算能力 

③养成观察积分区间以及积分区域是否对称的习惯。 

④一个递推公式 

⑤熟悉定积分与二重积分的几何意义 

（2）例题 

备注：把函数和的定积分（二重积分）变成定积分（二重积

分）的和 

例 1.2011 年第 11 题 

例 2.2010 年第 9 题 

例 3.冲刺班 P30 页 1.23-2 

例 4.2006 年第 6 题 

例 5.2005 年第 5 题 

9、空间向量的简单混合计算 

（1）需要具备的基础知识 

①向量的基本概念（定义、模、夹角、位置关系判定、坐标

及其运算（加法、数乘、点乘、叉乘）） 

（2）例题 

例 1. 2012 年第 10 题（几何） 

例 2. 2009 年第 9 题（坐标） 

例 3. 2013 年第 8 题（坐标） 

10、多元函数的偏导数及全微分（一阶） 

（1）需要具备的基础知识 

①一元函数的求导法则 

②全微分的定义 

③多元隐函数求偏导的公式法 

备注：注意偏导函数与具体点的偏导数值的区分，对于隐函

数求具体点处的偏导数值（或全微分），要将已知点 0 0( , )x y

带入原方程得到  0z

（2）例题 

例 1. 2012 年第 4 题（显函数） 

例 2. 2011 年第 4 题（隐函数） 

例 3.  设函数 由方程 确定，其中( , )z z x y ( , ) 0y zf
x x

 f

是可微函数，则 等于（  ） 
z zx y
x y

 


 

A、    B、 .   C、    D、  z z y y

例 4 设函数 由方程 确定，( , )z z x y 2 2 2 2( , ) 0F x y y z  

证明  
z zyz xz xy
x y

 
 

 

 

11、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及简单计算 

（1）需要具备的基础知识 

①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定义、阶、解、初始条件（针对特

解）） 

②一阶微分方程（类型（3 个）、解法） 

③二阶微分方程（齐次通解、非齐次特解形式） 

④线性微分方程解的构成（一阶或二阶（主要针对非齐

次）） 

（2）例题 

例 1. 略 

例 2. 略 

例 3. 略 

例 4.冲刺班教材 P143 页第 12 题 

例 5.  

例 6  

1 2

1 1 2 2

2 2

( ), ( )

, )

.

x y x

c c

A B
C D

若y 是二阶线性齐次方程的

两个不同的特解，则y=c y ( x) +c y ( x)

任意常数 （ B  

必是方程的通解必是方程的解

必是方程的特解不一定是方程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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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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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待定特解（ C  ）

12、其它（个人根据实际情况总结） 

每年 12 题选择与填空，至少会出现 1-2 题“非常规”题，

考察我们的基本知识。 

13-20 计算题（要学会把试卷当成草稿纸） 

（1）需要注意的环节 

①极限计算：在每一次使用罗比达法则前要尽量地等价无穷

小代换及“边做边代入”，并且敢于使用罗比达法则。 

②参数方程求导、一元或二元隐函数求导（偏导）：注意区

分导（偏导）函数与具体点处的导（偏导）数值的解法。 

③-④不定积分、定积分：对于含有三角函数的积分要加强

训练。（导数表、积分表、三角函数公式（倒数关系、1 的关

系、倍角公式等）） 

⑤直线或平面的方程：学会找“点”与“向量” 

A.点：已知、交点、原点（平面包含坐标轴）、平面包含一

条直线（已知点（点向式），任意点（交面式））。 

B 向量：法向量、方向向量（直接得到，间接得到（做叉

乘））、两个点（已知两个点，一个已知点和一个任意点）、

坐标轴 ，做叉乘。 , , ,i j k
r r r

备注：除了所谓的“找出两个向量做叉乘”的题目外，还要

学会其它类型及其方法，以及不能使用“找出两个向量做叉

乘”。例如：给出直线或平面的夹角等条件，可以使用一般

式求平面的方程等。（2011 年第 17 题） 



⑥抽象复合函数求偏导：这里强调的应该是方法，即抽象复

合函数求偏导的方法，改成“求含有抽象复合函数的多元函

数求偏导”更为准确。 

⑦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注意一些间接的综合的

题目。另外，还要注意求满足初始条件的特解题。 

⑧二重积分的计算：直角坐标系和极坐标系。 

（2）例题 

例 1.略 

例 2.略 

例 3.略 

例 4.略 

例 5. 冲刺班教材 P136 页第 17 题（不能使用两个向量做叉

乘） 

例 6.冲刺班教材 P141 页第 18 题（已知平面的给出本身就是

一个题） 

例 7.冲刺班教材 P138 页第 17 题（直线与平面的交点问题） 

例 8.纯粹抽象复合函数求偏导 

例 9.2012 年第 18 题 

例 10.2011 年第 18 题 

例 11.颠倒求偏导次序以及 f12=f21 

例 12.二阶微分方程基本题型 

例 13.冲刺班教材 P136 第 20 题 

例 14 冲刺班教材 P139 页第 22 题 

例 15.冲刺班教材 P141 页第 20 题 

例 16.含有变上限积分函数的等式（初始条件隐藏在等式中

（x 取下限）） 

例 17 冲刺班教材 P154 页第 20 题 

例 18.直角坐标系下计算二重积分，分 4 种题型：1.X-型

（习惯）2.X-型或 Y 型（计算方便为主）3.必须是 X（Y）-

型（被积函数的形式确定如何选择）4.X-型（积分区域只是

X-型）或 Y-型（积分区域只是 Y-型） 

例 19 极坐标系下计算二重积分 

21、不等式证明及方程根的讨论 

（1）需要具备的基础知识 

一、不等式证明 

①利用函数的单调性 

②最值法（单峰原理、极值的第二充分条件） 

③图像法（利用函数的整体性质，如极值等） 

备注：严格不等式一般利用①，且一般使用两次；非严格不

等式一般利用②。 

二、方程根的讨论 

①零点定理（至少一个） 

②函数单调性（只有一个） 

③图像法（利用函数的整体性质，如极值等） 

备注：A.零点定理是不包括端点的。 

      B.零点定理可以多次使用（至少两个以上）。 

      C.不等式证明和方程根的讨论都需要构造函数，都要

注意区间的各种不同形式，包括无穷区间（推广的零点定

理）。 

（2）例题 

例 1. 2012 年第 23 题 

例 2. 2013 年第 23 题 

例 3. 2011 年第 22 题 

例 4. （利用右端点） ( 1) ln 1,0 1x x x x    

例 5. 2007 年第 24 题（不能使用最值法，讨论区间） 

例 6. 证明：当 时，  0 x   sin
2
x x




证明：令  ( ) sin
2
x xf x


 

则 ，  
1 1( ) cos
2 2

xf x


  
1( ) sin 0
4 2

xf x   

所以 在 上为凸函数 ( )f x (0, )

又 ，所以在 上，(0) ( ) 0f f   0 x   ( ) 0f x 

，即原不等式成立。 

 

22、函数连续性及可导性讨论与证明 

（1）需要具备的基础知识 

①函数在某点处连续的定义及性质 

②函数在某点处可导的定义及性质 

③导数定义 1 或 2 的构造 

④极限理论及计算 

⑤分段函数求导 

（2）例题 

例 1. 2009 年第 23 题（经典题型） 

例 2. 其它所有历年真题 

例 3. 设 ，其中 是连续函数，
0

2

( )
, 0( )

,               0

x
tf t dt

xF x x
c x


  





( )f t

且 ，若 在 处连续，求常数 的值。 (0) 0f  ( )F x 0x  c

例 4. 设函数 在 处可导，且 ，对任意的( )f x 0x 
1(0)
2

f  

有 ，求 。 x ( 2) 2 ( )f x f x  (2)f 

例 5. .设 ， 具有二阶连续的

( ) cos , 0
( )

,                   0

g x x x
f x x

a x

  
 

( )g x

导数，并且  (0) 1g 

（1）试确定常数 的值，使得 在 处连续； a ( )f x 0x 

（2）求 。 ( )f x



例 6. 设 上的连续函数 在 处可导，且( , )  ( )f x 0x 

。对一切实数 满足关系式' (0) 2f  ,x h

。证明：（1）  (2) ( ) ( ) ( )x hf x h e f h e f x   (0) 0f 

在任一点 处均可导，且  ( )f x x a ' ( ) ( ) 2 af a f a e 

例 7. 设函数 具有二阶连续导数，且( )f x

，又设 是曲线 上' "(0) (0) 0, (0) 0f f f   ( )u x ( )y f x

任一点 处的切线在 轴上的截距，求  ( , ( ))x f x x
0

lim
( )x

x
u x

例 8. 设函数 在 上有定义，且满足条( ), ( )f x g x ( , ) 

件： 

（1） ； ( ) ( ) ( ) ( ) ( )f x h f x g h f h g x  

（2） 在 处可导，且( ), ( )f x g x 0x 

 ' '(0) 0, (0) 1, (0) 1, (0) 0f g f g   

例 9.2011 年第 21 题 

例 10.冲刺班教材 P139页第 24题 

例 11. 证明方程 在 内至少有两根。 4 2 4x x  ( 2, 2)

例 12.证明方程 有且仅有三个实根 3 9 1 0x x  

例 13. 方程 只有一个正根 5 1 0x x  

例 14. 设常数 证明方程 ,在 内有且0,k  ln xx k
e

   0, 

仅有两个正根. 

例 15.冲刺班教材 P155页第 23题 

23、定积分的应用 

参见冲刺班教材，总结的十分全面！ 

 

24、导数的应用 

（1）需要具备的基础知识 

熟练掌握给出一个函数求出它的所有关于导数应用的知识。 

（2）例题 

例 1.标准题型（对所给函数求单调区间、极值、最值……） 

设函数  2
1( ) xf x

x




（1）求函数的单调区间、极值；（2）求函数图形的凹凸区

间，拐点及渐近线方程 

解：函数的定义域为  ( ,0) (0, )  

    由 得 ，令 得驻点2
1( ) xf x

x


 3
2( ) xf x

x
   ( ) 0f x 

 2x  

    列表讨论得 

    由表可知单调增区间为(-2,0)，单调减区间为(-∞,-2)，

(0,+∞)； 

    为极小值； 
1( 2)
4

f   

    因为 ，令 得 ，列表讨4
2 6( ) xf x

x
  ( ) 0f x  3x  

论得 

    有表可知拐点为 ，即点 为拐点； ( 3, ( 3))f 
2( 3, )
9

 

    内是凸区间，在 是凹区间。 ( , 3)  ( 3,0), (0, ) 
    注：本题虽然只有一个极值点和拐点，但是定义域中没

有“0”这一点，所以使用列表讨论比较好。 

例 2.已知某点处取得极值或是拐点，求函数中的参数（注意

极值或拐点本身也是曲线上的点） 

例 3.求所给函数的某一种性质（如渐近线（个数及种类）、

极值或拐点） 

例 4.图像描述 代数描述  ƒ

24′、其它 

请自己总结！

x (-∞,-2) -2 (-2,0) (0,+∞) 

y′ - 0 + - 

y ↘ 极值 ↗ ↘ 

x (-∞,-3) -3 (-3,0) (0,+∞) 

 y - 0 + + 

y 凸 拐点 凹 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