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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部分 数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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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各类中值问题

第 1.1 节 构造辅助函数
定理 1 (构造辅助函数方法 (联想 ♣!!)).看到 f ′(ξ) + f(ξ)g(ξ), 应该想到 f(x)e

∫
g(x)dx, 因为[

f(x)e
∫
g(x)dx

]′
= [f ′(x) + f(x)g(x)] e

∫
g(x)dx

证明. 看到 f ′(ξ) + f(ξ)g(ξ), 应该想到 f(x)e
∫
g(x)dx, 因为[

f(x)e
∫
g(x)dx

]′
= [f ′(x) + f(x)g(x)] e

∫
g(x)dx

■

第 1.2 节 子空间的交与和、直和

设 V1, V2, · · · , Vs都是域 F 上线性空间 V 上的真子空间，证明：如果域 F 的特征为 0,即 CharF = 0,
那么

V1

∪
V2

∪
· · ·

∪
Vs ̸= V.

例题 1.1 真子空间的任意并不等于 V

证明. 对真子空间的个数 s 作数学归纳法。当 s = 1 时，由于 V1 是 V 的真子空间，因此 V1 ̸= V。
假设命题对于 s− 1 的情形为真。现在来看 s 的情形，根据归纳假设得

V1

∪
V2

∪
· · ·

∪
Vs−1 ̸= V,

因此 V 中存在 α /∈ V1

∪
V2

∪
· · ·

∪
Vs−1。若 α /∈ Vs，则 V1

∪
V2

∪
· · ·

∪
Vs−1

∪
Vs。接下来设 α ∈ Vs。

由于 Vs ̸= V , 因此存在 β /∈ V1

∪
V2

∪
· · ·

∪
Vs−1，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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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部分 高等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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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行列式

第 2.1 节 行列式的性质与计算方法

看到 f ′(ξ) + f(ξ)g(ξ), 应该想到 f(x)e
∫
g(x)dx, 因为[

f(x)e
∫
g(x)dx

]′
= [f ′(x) + f(x)g(x)] e

∫
g(x)dx

例题 2.1

问题 1.1. 看到 f ′(ξ) + f(ξ)g(ξ), 应该想到 f(x)e
∫
g(x)dx, 因为例题 2.1[

f(x)e
∫
g(x)dx

]′
= [f ′(x) + f(x)g(x)] e

∫
g(x)dx

解. 看到 f ′(ξ) + f(ξ)g(ξ), 应该想到 f(x)e
∫
g(x)dx, 因为例题 2.1[

f(x)e
∫
g(x)dx

]′
= [f ′(x) + f(x)g(x)] e

∫
g(x)d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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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节 多项式理论



第 2.3 节 矩阵方程 • 17 •

第 2.3 节 矩阵方程

1 2
3 4

表 2.1: Caption

图 2.1: 图片

定义 1.看到 f ′(ξ) + f(ξ)g(ξ), 应该想到 f(x)e
∫
g(x)dx, 因为例题 2.1[

f(x)e
∫
g(x)dx

]′
= [f ′(x) + f(x)g(x)] e

∫
g(x)dx

定义 2.看到 f ′(ξ) + f(ξ)g(ξ), 应该想到 f(x)e
∫
g(x)dx, 因为[

f(x)e
∫
g(x)dx

]′
= [f ′(x) + f(x)g(x)] e

∫
g(x)dx

从而 [6, 1, 3, 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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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A 章 附录

第 A.1 节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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