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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分析教程（中册）》

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数学分析教程(中册)》讲授一元函数的积分学和级数理论，内容包
括一元函数的定积分及其应用、广义积分、无穷级数、函数序列和函数级数、幂级数和傅里叶级数等
。书中对传统数学分析教材的编排做了一些与时俱进的改革，内容做了适当缩减和增补，除了如传统
教材一样重视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巧的传授外，也增加了一些分析学的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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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先对万有引力定律产生的历史背景做一简单的回顾。远古的时候人们认为天是圆的
地是方的，并对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属性了解很少，到古希腊时期人们已认识到，人类居住的大地是
球形的，太阳、月亮和星星都是和地球类似的天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
元前384～公元前322）的理论为代表的“地心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它固定不动，太阳、月
亮和星星等所有的其他天体都围绕地球运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约1400～1600），波兰天文学家
和神父哥白尼（NicholasCopernicus，1473～1543）在毕生天文观测的基础上，认识到“地心说”是错
误的，不是太阳绕地球运行而是反过来，地球绕着太阳运行，并进而创立了“日心说”，认为太阳是
宇宙的中心，它固定不动，包括地球在内的其他天体都围绕太阳运行，哥白尼的学说（《天体运行论
》）虽然在当时不被人们普遍接受，但在其后的几十年间，一些学术造诣很深的学者已认识到了“日
心说”比“地心说”更接近宇宙的真实，并能在这一学说的基础上对天体运行的规律进行进一步的研
究。德国天文学家布拉赫（TychoBrahe，1546～1601）观测行星（在当时指水星、金星、火星、木星
和土星）的运动二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他的助手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德国
人）在仔细分析研究布拉赫的这些观测资料和他自己进一步观测获得的天文资料的基础上，归纳总结
出了行星运行的“开普勒三大定律”： 第一定律 行星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太阳位于这个椭圆的一个
焦点上。 第二定律 在行星绕太阳运行的过程中，从太阳到行星的向径等时扫过等面积。 第三定律 行
星运行的周期与其轨道椭圆的长半轴的3/2次方成正比。 开普勒的发现启发人们研究木星的四颗主要
卫星绕木星的运行、土星的五颗主要卫星绕土星的运行以及月球绕地球的运行，结果发现，行星的卫
星绕行星的运行也满足这三大规律，区别仅在于它们的轨道都近似是圆心与行星的中心重合的圆周。
与此同时，伽利略（Galileo，1564～1642）通过观察、分析和研究，已总结出了“惯性定律”和“自
由落体定律”。惯性定律”即牛顿第一定律说的是：如果一个物体没有受到外力的作用，则它将一直
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的状态不变。这一定律使包括牛顿在内的一些学者认识到，行星之所以绕太
阳运行，是受到了力的作用，这个力只可能来自太阳，即太阳对行星有吸引力。同样地，行星的卫星
之所以绕行星运行，也必定是卫星受到了来自行星的吸引力，牛顿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在这一与别人
相同认识的基础上走得更远，发展了伽利略的理论进而总结出了物体运动的“牛顿三大定律”，并创
造了数学工具微积分，然后综合应用这些研究成果，从开普勒的三大定律推导出了万有引力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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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数学分析教程(中册)》讲解十分清楚、浅显易懂，配有充足的例题
和习题，并对数学分析各个组成部分的来龙去脉和历史发展有清楚并且引人入胜的交代，不仅适合课
堂讲授，也很适合自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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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写的非常好！条理清楚！难易适中，容易掌握
2、相当于邓东皋的扩展版本，非常喜欢！难度与邓东皋的相当。特别是多元的部分，明显比邓东皋
的多。篇幅与卓里奇差不多。没有实变泛函的部分。卓里奇的相对而言，观点更高，但比较难读，可
能是翻译版的通病吧
3、这本写得不错，条理清晰
4、很好的书，讲得很精简，可作为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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