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柯西积分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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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 点的函数值 右端 是函数

:,因此常将公式变成上的积分值在闭曲线C

)(2)(
0

0

zfidz
zz
zf

c

⋅=
−∫ π ;的形式来用

0
0

1 ( )( )
2 C

f zf z dz
i z zπ

=
−∫

0

0

( )
1 ( )

( ) ,

2 C

f z
f z dz

i z z

f z D

π −∫

( 3) 一个解析函数 在区域 内的值 可以

用它边界上的值通过积分 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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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复合闭路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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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析函数的高阶导数

一个解析函数不仅有一阶导数，而且有
各阶导数，它的值也可以用函数在边界上
的值通过积分来表示。这一点与实变函数
完全不同。

一个实变函数在某一区间上可导，它的
导数在这区域上是否连续也不一定，更不
要说它有高阶导数存在了。

关于解析函数的高阶导数我们有下面的
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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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理 解析函数的高阶导数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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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复合闭路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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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利用柯西积分公式 解析函数的高阶导数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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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f z首先看积分曲线 的开与闭,其次看 的解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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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解析，则用牛顿-莱布尼兹公式

、 为开路径 ( 其它，特别C为直线、折线、圆弧时用参数法

复积分求法的小结：

基本定理、复合闭路定理、柯西公式、求导公式、
牛顿-莱布尼兹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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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所围成的单连通域内解析,由基本定理

在 所围成的区域内有奇点，则挖洞后用2、 为闭路径
复合闭路定理和柯西积分公式(一次因子）

在 所围成的区域内有奇点，则挖洞后用

复合闭路定理和高阶求导公式(二次及二次以上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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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公式

包含其他几个公式

0,1,2,n = 



15

( )
01

0C

( ) 2 ( )
( ) !

n
n

f z idz f z
z z n

π
+ =

−∫

2 ( ) 1f z =( ) 令 1
0

1
( )n

C

dz
z z +−∫

0n <若

1
0

1
( )n

C

dz
z z +−∫ 1

0( ) n

C

z z dz− −= −∫

由柯西—古萨基本定理

2 0
0 0

i n
n

π =
=  >

，

，

0,1,2,n = 

1 0n =( ) 令 (0)
0

0C

( ) 2 ( )
0!

f z idz f z
z z

π
=

−∫

0=

02 ( )i f zπ= ⋅


	幻灯片编号 1
	幻灯片编号 2
	幻灯片编号 3
	幻灯片编号 4
	幻灯片编号 5
	幻灯片编号 6
	幻灯片编号 7
	幻灯片编号 8
	幻灯片编号 9
	幻灯片编号 10
	幻灯片编号 11
	幻灯片编号 12
	幻灯片编号 13
	幻灯片编号 14
	幻灯片编号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