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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



考试要点
一、函数及曲线性态的研究 

1、求曲线的切线及法线方程
2、判断函数的单调性、求函数的极值和最值
3、研究曲线的凹凸性、求曲线的拐点
4、求曲线的渐进线方程
5、函数作图
6、曲线的曲率(数一、二)
7、经济应用(边际与弹性)

二、方程根的确定

四、不等式的证明
三、中值定理的证明



  1.理解并会用罗尔(Rolle)定理、拉格朗日(Lagrange)中值定理和泰
勒(Taylor)定理，了解并会用柯西(Cauchy)中值定理．
  2.理解(了解)函数的极值概念，掌握用导数判断函数的单调性和求
函数极值的方法，掌握函数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求法及其应用．
  3.会用导数判断函数图形的凹凸性(注：在区间(a,b) 内，设函数 具
有二阶导数．当f(x)>0 时，f(x) 的图形是凹的；当f(x)<0  时， f(x)
的图形是凸的)，会求函数图形的拐点以及水平、铅直和斜渐近线，
会描绘函数的图形．
  4.了解曲率、曲率圆与曲率半径的概念,会计算曲率和曲率半径(数
一、二).
  5.了解导数的经济意义(含边际和弹性-数学三).

考试要求



考试内容概要



一、微分中值定理

1、费马引理

注：取得极值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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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值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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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拉格朗日公式精确地表达了函数在一个区间上的增量
与函数在这区间内某点处的导数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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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柯西中值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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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泰勒公式



二、导数的应用
1. 判定函数单调性的充分条件



单调区间求法
       导数等于零的点和不可导点，可能是单调区
间的分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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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极值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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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函数的作图
第一步

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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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学中的常用函数
9、导数在经济中的应用(数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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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常用的边际函数      (1) 边际成本MC=C(x)
     (2) 边际收益MR=R(x) 
     (5) 边际利润ML=L (x)



弹性函数与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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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考题型与典型例题



答案：（C）



答案：(D )











答案：（C）







基本思路：









四、不等式的证明

















五、中值定理的证明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