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内容与要求

二、典型例题

定积分习题课



一、内容与要求
1．理解定积分的概念、几何意义、性质。

2．理解变限积分函数的概念，熟练掌握牛顿——
莱布尼兹公式

3 . 熟练掌握定积分的换元与分部积分法

4.  熟悉如下的一些结论：（均假设f(x)连续）

(1)

(2)      设 f(x) 是以T为周期的函数，则：

对任何实数 a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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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为正偶数

为大于1的正奇数

(3)

5 .熟练掌握两类反常积分的定义和计算



二、典型例题

1. 利用定积分的定义、几何意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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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限积分函数及其应用

(一).求变限积分函数的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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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求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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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变限积分有关的极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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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极限采用洛必达法则含有变限积分函数的



(三).求分段函数的变限积分

例3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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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变限积分函数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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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6. 求多项式 f (x) 使它满足方程

解: 令 ,txu = 则 =∫
1

0
d)( ttxf ∫

x
uuf

x 0
d)(1

代入原方程得 ∫
x

uuf
0

d)(
1

1
( )d

x
x f u u

−

−
+ ∫ 24 2xx +=

两边求导: )(xf
1

1
( )d

x
f u u

−

−
+∫ )1( −+ xfx xx 44 3 +=

可见 f (x) 应为二次多项式 , 设
代入① 式比较同次幂系数 , 得

故 143)( 2 ++= xxxf

①再求导:

0

1 ( )d
x

f u u
x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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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8. 证明恒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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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关定积分、反常积分的计算

(一). 选择适当的方法计算(变形、换元、分部)
例1： 计算下列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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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关定积分、反常积分的计算

(一). 选择适当的方法计算(变形、换元、分部)
例1： 计算下列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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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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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化定积分的计算的若干方法

例3: 计算下列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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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定积分有关的证明题

(一). 零点问题.
例1 设f (x)在[a,b]上连续，且f (x)>0，证明：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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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设f (x)在[0，1]上可微，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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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
使试证至少存在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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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积分等式的证明

方法一、利用换元法、分部积分证明积分等式.

方法二、构造变上限函数，利用微分法证明积分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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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积分不等式的证明

方法一、利用积分的估值、不等式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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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构造变上限函数，利用微分学的知识证明不
等式是证明积分不等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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