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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大纲  

  
  

阜 阳 师 范 学 院  

《 数学物理方法 》教学大纲  

（供物理专业试用）  

  

前   言  

  

一、课程概述  

1．《数学物理方法》是物理教育专业本科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它是前导课程《高等数学》的延伸，为后

继开设的《电动力学》、《量子力学》和《电子技术》等课程提供必需的数学理论知识和计算工具。本课程

在本科物理教育专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专业学生必须掌握它们的基本内容，否则对后继课的学习将会带

来很大困难。在物理教育专业的所有课程中，本课程是相对难学的一门课，学生应以认真的态度来学好本课

程。 

2．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复变函数、傅立叶级数、数学物理方程、特殊函数等。理论力学中常用的变分

法，量子力学中用到的群论以及现代物理中用到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理论等，虽然也属于《数学物理方法》的

内容，但在本大纲中不作要求。可以在后续的选修课中加以介绍。 

3．本课程的内容为数学课程，注重逻辑推理和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严谨性。但是，它与其它的数学课有所

不同。本课程内容有很深广的物理背景，实用性很强。因此，在这门课的教学过程中，不能单纯地追求理论

上的完美、严谨，而忽视其应用。学生在学习时，不必过分地追求一些定理的严格证明、复杂公式的精确推

导，更不能死记硬背，而应重视其应用技巧和处理方法。 

4．本课程的内容是几代数学家与物理学家进行长期创造性研究的成果，几乎处处都闪耀创新精神的光芒。

教师应当提示学生注意在概念建立、定理提出的过程中所用的创新思维方法，在课堂教学中应尽可能地体现

历史上的创造过程，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二、目的要求  

1．本课程要求学生对规定的内容有一个总体了解。掌握其中的基本概念，熟悉一些重要的理论及公式，并

使所学到的知识在头脑中形成合理的结构。 

2．本课程要求学生能运用学到的基本数学方法解决一类常见的物理问题，能较顺利地学习本专业后继的物

理课程。 

3．本课程要求学生能熟悉在数学物理方法的创立过程中用过的创新思维方法，如类比、推广、猜想及模型

化等，为写出有特色的学年论文和/或毕业论文创造条件。 

三、教材  

教科书：梁昆淼编，数学物理方法，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三版。 

参考书：四川大学编，高等数学第四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三版； 

刘连寿、王正清编，数学物理方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严镇军编，数学物理方法，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9年。 

四、教学建议  

1．本课程课堂讲授约需54课时（50课时讲授基本内容，4课时作为机动，每篇章的标题后注明了讲授参考学

时数）。 

2．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注重各章节所要求内容的全貌，以掌握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为主，培养创新精神。 

3．学生需独立完成本大纲所列出的习题，并适当自选做一些其它的习题，提高应用能力。 

4．在学习过程中，应以教科书教材为主，适当参考所列出的或其它的参考书，要适应各种不同的教材的编

排体系和书写符号等。 

  

第一篇  复数函数论（20+1）  

本篇概述  

    复数函数论是指自变数为复数的函数。它是实变函数在自变数方面的延伸，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理论分

支。复变函数在物理学中有极其广泛的应用。首先，由于复变数的引入，赋予了一些物理量以新的意义。例

如，物理学中普遍使用复阻抗，复势，复频率，复介电常数，复磁导率，复哈密顿量等等。这些复数量都具

有新的物理内涵。其次，许多复变函数论的方法，如科希积分，回路积分，罗朗级数筹，给物理学许多领域

中大量的实际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处理手段。因此，复变函数论成为数学物理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本篇中，首先引人复变函数的基本概念，特别是复导数、科希—里曼条件及解析函数的概念。其次讨

论复变函数的积分，论述科希定理，并在这个基础上导出科希公式，得到一个函数在解析点处及其高阶导数

在该点处的积分表达式。然后，讨论复变函数的幂级数展开理论，同时对复变函数的孤立奇点进行分类和各

类奇点的性态分析。最后，指出留数定理及其应用。鉴于复变函数所涉及的范围很广，对于其它的内容，在

本大纲中不作要求。 

    在本篇的教学中，学生要善于将复变函数与实变函数进行比较。一方面，要注意它们之间的理论相似之

处，充分利用已学的实变函数的知识，来认识复变函数相应的理论。另一方面，要注意它们的不同之处，了

解复变函数有关理论的特点进行学习。在本篇中特别要重视解析函数的有关内容，这是贯串本篇知识的轴



线。 

    幂级数的每一项都是以幂函数作为基本函数的，由于幂函数不是周期函数，所以将某一函数展开成幂级

数后，就很难体现周期性的这个特征。如果要着重研究某一函数的周期性时，需要用到傅立叶级数展开理

论。这部分内容虽然是前导课程的范围，但在本课程的第二篇中有重要应用，学生必须进行很好地复习巩

固。 

    傅立叶级数理论，还可以延伸到无穷区间上定义的函数，形成了傅立叶积分理论。傅立叶积分理论，是

数学物理方程的一个较重要的内容，也是本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傅里叶级数理论一样，它在物理学的

许多领域中被广泛地应用。 

    傅立叶展开还有进一步的理论，即广义傅立叶级数展开理论。这部分的内容，将在第二篇的有关特殊函

数理论中阐述。 

    本篇的教学时间为20课时，另安排1课时作为机动（可以用来复习傅立叶级数以及学习其他需要的扩展

内容）。 

第一章 复变函数（6）  

基本要求：  

1．熟悉复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运算； 

2．了解复变函数的定义，连续性； 

3．了解多值函数的概念； 

4．掌握复变函数的求导方法及科希—里曼方程； 

5．了解解析函数的概念，熟悉一些简单的解析函数的表示式。 

6．了解从实变函数到复变函数的推广过程中的创新思想与方法。 

教学内容：  

§1.1．复数与复数运算。复平面，复数的表示式，共轭复数，无穷远点，复数的四则运算，复数的幂和根

式运算，复数的极限运算。 

§1.2．复变函数。复变函数的概念，开、闭区域，几种常见的复变函数，复变函数的连续性。 

§1.3．导数。导数，导数的运算，科希—里曼方程。 

§1.4．解析函数。解析函数的概念，正交曲线族，调和函数。 

§1.5．平面标量场。稳定场，标量场，复势。 

本章重点：  

复变函数的运算，科希—里曼条件，解析函数 

习  题：  

§1.1．（第5—6页）：1（1）（3）（5）（7）（9），2（1）（3）（5）（7）3（1）（3）（5）（7） 

§1.2．（第9页）：2（1）（3）（5）（7）（9），3。 

§1.3．（第13页）：1。 

§1.4．（第18页）：1，2（1）（4）（6）（7）（10），3。 

第二章 复变函数的积分（3）  

基本要求：  

1．正确理解复变数函数路积分的概念； 

2．深透理解科希定理及孤立奇点的定义； 



3．理解并会熟练运用科希公式。 

教学内容：  

§2.1．复数函数的积分，路积分及其与实变函数曲线积分的联系。 

§2.2．科希定理。科希定理的内容和应用，孤立奇点，单通区域，复通区域，回路积分。 

§2.3．不定积分*。原函数。 

§2.4．科希公式。科希公式的导出，高阶导数的积分表达式。（模数原理及刘维定理不作要求） 

本章重点：  

科希定理，科希公式和孤立奇点。 

习  题：  

§2.4．（第38页）：1，2。 

第三章 幂级数展开（6）  

基本要求：  

1．理解复数项级数概念； 

2．了解幂级数的敛散性的判别法及收敛半径的计算方法； 

3．会对一些简单的解析函数进行泰勒级数展开； 

4．了解解析延拓的含义*； 

5．会对一些简单的函数在孤立奇点邻域内进行罗朗级数展开； 

6．熟悉孤立奇点的三种类型，了解极点的阶； 

教学内容：  

§3.1．复数项级数，复数项无穷级数，收敛性，科西判据，绝对收敛，一致收敛。 

§3.2．幂级数、幂级数的概念，比值判别法，根值判别法，收敛圆，收敛半径，幂级数的性质。 

§3.3．泰勒级数。泰勒级数的系数计算公式。 

§3.4．解析延拓*。解析延拓的基本思想。 

§3.5．罗朗级数。广义幂级数，收敛环，罗朗展开。 

§3.6．奇点分类。罗朗级数的解吸部分、主要部分，留数，极点，极点的阶，单极点，本性极点，无穷远

点为奇点的情况。（支点不作要求）。 

本章重点：  

幂级数，比值判别法，泰勒级数，罗朗级数、收敛圆，收敛环，函数按幂级教展开技巧。 

习  题  

§3.2．（第46页）：1，3（1）（3）（5），4（1）（3）。 

§3.3．（第52页）：（1）（3）（6）（8）。 

§3.5．（第60页）：（1）（3）（5）（7）（9）（11）（14）。 

§3.6．（第64页）：（1）（2）（3）。 

第四章 留数定理（3）  

基本要求：  

1．掌握留数定理，了解留数的计算方法； 

2．应用留数定理计算实变函数的定积分。 

教学内容：  

§4.1．留数定理。留数定理概念，计算留数的一般方法，判断极点的阶，极点留数的计算方法，例1—3。 

§4.2．应用留数定理计算实变函数的定积分。类型一，类型二。 

本章重点：  

留数定理及其计算方法。 



习  题：  

§4.1．（第71页）：1（1）（3）（5）（7）（9），2（1）（2）（3），3。 

§4.2．（第81—82页）1（1）（2）（5）（6），2（3）（4）（6），3（2）（4）（6）（8）。 

第五章 傅立叶变换（2+1）  

基本要求：  

1．了解非周期函数的傅里叶积分表达式和傅立叶变换的概念。 

2．掌握傅立叶变换的基本性质与方法。 

3．了解提出狄拉克函数过程中的创造性思想。 

4．掌握狄拉克函数的定义、基本性质和常用表达式。 

教学内容：  

§5.2．非周期函数的傅里叶积分，傅里叶积分的导出，傅立叶变换式，奇函数的傅里叶正弦积分，偶函数

的傅立叶余弦积分。 

§5.3．狄拉克函数，广义函数的提出，狄拉克函数的定义、表达式和性质。 

本章重点：  

     非周期函数的傅里叶积分的概念，傅里叶变换的定义。狄拉克函数的定义、表达式和性质。 

习  题：  

§5.2．（第103—104页）：1，3，5。 

§5.3．（第113页）：2。 

  

第二篇 数学物理方程（30＋3）  

  

本篇概述  

数学物理方程是本课程的重点，本篇主要是讨论与三类典型的二阶线性偏微分方程对应的定解问题以及

由此而连带引出的本征值问题和特殊函数理论。这三类方程在物理学的许多领域中具有其广泛的应用，例如

在理论力学中的哈密顿方程，电动力学中的麦克斯韦方程，量子力学中的薛定谔方程等等都与这三类方程有

密切的关系。 

数学物理方程的意义还在于，对本质上不同的物理问题可以具有相同的数学模型。通过同一数学模型的

研究，反过来就可用类比的方法对不同本质的物理问题进行探讨。所以，系统地了解这些典型的数学物理方

程及其求解方法，无疑是研究物理学的重要手段。 

本篇主要是涉及几种常用的方程所对应的定解问题的基本解法，侧重介绍行波法和分离变数法。这两种

方法是求解数学物理方程定解问题的最基本的方法，学生必须对它们有深刻的理解，特别要灵活掌握分离变

数法。 

在本篇中，将讨论分离变数法所引伸出的本征值问题以及二阶线性常徽分方程的幂级数解法。本征值问

题是常微分方程的一个理论分支，有时可以利用幂级数方法求解，这时可能会出现高等超越函数，即特殊函

数。 

本篇还要讨论有关的特殊函数，特别是勒让得函数的理论。特殊函数的内容十分丰富，在数学中已成为

一个独立分支，它在物理学和工程技术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例如静电势的球坐标解将会出现勒让得函数，而

在柱坐标下的解将会出现贝塞尔函数，量子力学中谐振子本征解为厄密多项式，中心势的角向函数可由球谐

函数构成，而库伦势的径向函数由连带拉盖尔多项式构成等等。本大纲只较详细地涉及一类常见的特殊函



数，即勒让德函数。 

数学物理方程及其有关的理沦远远不止本篇所指定的内容。但是学生学好本篇内容以后，其它方面的理

论就不会产生较大的困难了，可以通过进一步自学来掌握。 

    本篇的教学时间为30课时，另安排3课时作为机动（可以用来复习常微分方程以及其他需要的扩展教

学）。 

  

第七章 数学物理定解问题（5）  

基本要求：  

1．了解定解问题的提法； 

2．了解几种常见的数学物理方程的导出； 

3．熟悉几种常见的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的表示形式； 

4．能对两个自变数的线性偏微分方程进行分类； 

5．了解行波法的意义，行波的物理意义，熟练运用达朗伯公式。 

教学内容：  

定解问题。定解条件，边界条件，初始条件，泛定方程，定解问题。 

§7.1．数学物理方程的导出*。均匀弦的微小横振动，均匀杆的纵振动*，均匀薄膜的微小振动*，扩散方

程，热传导方程，稳定浓度分布，稳定温度分布，静电场，(其他物理模型的方程的导出不作要

求)。 

§7.2．定解条件。初始条件，边界条件（非线性边界条件不作要求）。 

§7.3．二阶线性偏微分方程的分类。二阶线性偏微分方程的一般形式，线性齐次和非齐次方程，叠加原

理。两个自变数的方程分类（多个自变数的方程分类不作要求），双曲型，抛物型，椭圆型方程，

方程的标准形式。常系数线性方程。 

§7.4．行波法。达朗伯公式，行波，求解公式。端点的反射*（固定端的情形）。定解问题，适定性。 

本章重点：  

定解问题、定解条件提法，弦振动方程、扩散方程及稳定浓度、温度分布方程的导出，二阶线性方程的分

类，常系数线性方程的化简，达朗伯公式。 

习  题：  

§7.1．（第152—153页）：2，5，7，8。 

§7.2．（第161页）：1，2，3，4。 

§7.3．（第169—170页）：1（1）（2）（3）（4），2（1）（2）。 

§7.4．（第179页）：1，2，4，8。 

第八章 分离变数（傅里叶级数）法（6+2）  

基本要求：  

1．掌握分离变数法，理解本征值问题与本征函数的联系，会灵活处理较简单的非齐次边界条件的情况； 

2．熟悉并掌握齐次泛定方程的定解问题的求解方法； 

3．能对简单非齐次泛定方程的定解问题求解。 

教学内容：  

§8.1．齐次方程的分离变数法。分离变数法，驻波，本征值，本征函数，本征值问题，分离变数法的方法

步骤。 

§8.2．非齐次振动方程和输运方程。傅立叶级数法，冲量定理法。 



§8.3．非齐次边界条件的处理。一般处理方法，特殊处理方法。 

§8.4．泊松方程。 

本章重点：  

分离变数法的步骤，本征值问题，非齐次边界条件的处理。 

习  题：  

§8.1．（第201—203页）：1，2，4，5，7，8，11，14，16，17。 

§8.2．（第215—216页）：1，2，4。 

§8.3．（第219页）：1，2，3。 

§8.4．（第223页）：1，2，3。 

第九章 二阶常微分方程的级数解 本征值问题（4）  

基本要求：  

1．掌握对方程进行分离变数的一般方法，了解一些常见方程进行分离变数后特殊的情形； 

2．掌握微分方程在常点邻域的级数解法； 

3．了解微分方程在正则奇点邻域的级数解法； 

4．了解斯特姆—刘维型本征值问题的提法。了解常见的本征值问题解族的正交性、模和函数族展开理论。 

教学内容：  

§9.1．特殊函数常微分方程。拉普拉斯方程，球坐标，球函数方程，连带勒让得方程*，勒让得方程，柱坐

标，贝塞耳方程*。波动方程，输运方程，亥姆霍兹方程。 

§9.2．常点邻域上的级数解法，微分方程的级数解法 

§9.3．正则奇点邻域上的级数解法*，微分方程的级数解法，判定方程，例1．例2（只要求得到正m阶贝塞

尔函数的解）。 

§9.4．斯特姆—刘维本征值问题*，本征值，本征函数，斯特姆—刘维本征值问题，正交性，模，广义傅立

叶级数，广义傅立叶系数。 

本章重点：  

微分方程的级数解法，本征函数族，广义傅立叶级数展开。 

习  题：  

§9.1．（第237页）：1，2，3。 

§9.2．（第243页）：1，2，3。 

§9.3．（第260—261页）：1，2，3，7。 

§9.4．（第271—271页）：1，3。 

  

  

第十章 球函数（5+1）  

基本要求：  

1．掌握勒让得多项式概念，勒让得多项式的微分形式，正交关系，模的计算，及其广义傅立叶展开理论及

方法； 

2．了解一般球函数和连带勒让得函数的概念。 

教学内容：  

§10.1．轴对称球函数。勒让得多项式，洛德利格斯公式（施列夫利积分），勒让得多项式的正交关系，勒

让德多项式的模，广义傅立叶级数，母函数与递推公式。 

§10.2．连带勒让得函数。连带勒让得函数，本征值问题，洛德利格斯公式，正交性，模，广义傅里叶级数

（施列夫利积分，拉普拉斯积分不作要求）。 



§10.3．一般的球函数*。球函数，球函数的正交性，球函数的模，球面上的函数的，拉普拉斯方程的非轴

对称解。 

本章重点：  

勒让德多项式及其微分形式，勒让德多项式函数族的正交性、模和展开理论。 

习  题：  

§10.1．（第296—297页）：1，2，4，6，11。 

§10.3．（第324页）：1，2，3。 

第十一章 柱函数（4）  

基本要求：  

1．掌握贝塞尔函数级数形式，正交关系，模的计算，及广义傅立叶展开理论及方法； 

2．了解其他柱函数的概念和性质。 

教学内容：  

§11.1．三类柱函数，三类柱函数，柱函数的极限行为，递推公式。 

§11.2．贝塞尔方程，贝塞尔函数与本征值问题，贝塞尔函数的正交性，贝塞尔函数的模，傅立叶—贝塞尔

级数，贝塞尔函数的应用， 

本章重点：  

贝塞尔函数的性质及其应用。 

习  题：  

§11.2．（第346—347页）：1，2，3，7，8，9。 

第十二章 格林函数 解的积分公式（3）  

基本要求：  

1．掌握泊松方程的基本积分公式，用电像法求格林函数，泊松积分； 

2．了解含时间的格林函数的概念。 

教学内容：  

§12.1．泊松方程的格林函数。第一格林公式，第二格林公式，泊松方程的基本积分公式，泊松方程第一边

值问题的格林函数及解的积分表达式，泊松方程第三边值问题的格林函数及解的积分表达式。 

§12.2．电像法求格林函数。无界空间的格林函数，基本解，用电像法求格林函数，泊松积分。 

§12.3．含时间的格林函数。 

本章重点：  

泊松方程的基本积分公式，用电像法求格林函数。 

习  题：  

§12.2．（第387页）：1，2，3。 

第十三章 积分变换法（3）  

基本要求：  

1．掌握傅立叶变换法在一维无界波动问题和输运问题的应用； 

2．了解傅立叶变换法在多维无界问题中的应用； 

3．了解拉普拉斯变换的在数学物理中的应用。 

教学内容：  

§13.1．傅立叶变换法，达朗伯公式，限定源扩散，泊松公式，推迟势*。 

§13.2．拉普拉斯变换法， 

本章重点：  

用傅立叶变换法求解一维无界波动问题和输运问题。 



习  题：  

§13.1．（第417—418页）：2，3，4，6，9，10。 

 教学规范  

  
  

阜 阳 师 范 学 院  

《 数学物理方法 》教学规范  

（供物理专业试用）  

  

一、课程名称：数学物理方法  

二、课程性质：物理专业必修课程  

三、总 学 时：54 (内含4个机动学时)  

四、开设时间：物理学本科三年级上学期  

五、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对物理学中所使用的数学工具有一个总体了解，初

步掌握解理论物理学中常用的数学方法，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与数学应用能

力，为后继开设的《电动力学》、《量子力学》和《电子技术》等课程打好基

础。  

六、教学纲要  

第一章 复变函数（6学时）  

§1.1．复数与复数运算 

§1.2．复变函数 

§1.3．导数 

§1.4．解析函数 

§1.5．平面标量场 

第二章 复变函数的积分（3学时）  

§2.1．复数函数的积分 

§2.2．科希定理 

§2.3．不定积分* 

§2.4．科希公式 

第三章 幂级数展开（6学时）  

§3.1．复数项级数 

§3.2．幂级数 

§3.3．泰勒级数 

§3.4．解析延拓* 



§3.5．罗朗级数 

§3.6．奇点分类 

第四章 留数定理（3学时）  

§4.1．留数定理 

§4.2．应用留数定理计算实变函数的定积分 

第五章 傅立叶变换（2+1学时）  

§5.2．非周期函数的傅里叶积分 

§5.3．狄拉克函数 

第七章 数学物理定解问题（5学时）  

§7.1．数学物理方程的导出 

§7.2．定解条件 

§7.3．二阶线性偏微分方程的分类 

§7.4．行波法 

第八章 分离变数（傅里叶级数）法（6+2学时）  

§8.1．齐次方程的分离变数法 

§8.2．非齐次振动方程和输运方程 

§8.3．非齐次边界条件的处理 

§8.4．泊松方程 

第九章 二阶常微分方程的级数解 本征值问题（4学时）  

§9.1．特殊函数常微分方程 

§9.2．常点邻域上的级数解法 

§9.3．正则奇点邻域上的级数解法 

§9.4．斯特姆—刘维本征值问题 

第十章 球函数（5+1学时）  

§10.1．轴对称球函数 

§10.2．缔合勒让得函数 

§10.3．一般的球函数 

  

  

第十一章 柱函数（4学时）  

§11.1．三类柱函数 

§11.2．贝塞尔方程 

第十二章 格林函数 解的积分公式（3学时）  

§12.1．泊松方程的格林函数 

§12.2．电像法求格林函数 

§12.3．含时间的格林函数 



第十三章 积分变换法（3学时）  

§13.1．傅立叶变换法 

§13.2．拉普拉斯变换法    

  

七、教材与参考书  

教科书：梁昆淼编，数学物理方法，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三版。 

参考书：四川大学编，高等数学第四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三版； 

刘连寿、王正清编，数学物理方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严镇军编，数学物理方法，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9年。       

  

八、任课教师  

    倪致祥、马 涛、夏大峰、王丽萍等。  

  

九、课堂教学与辅导  

    以课堂教学为主，相互讨论和计算机实验为辅。  

     课后辅导以答疑、组织学生讨论和习题课为主要形式，同时指导学生适当地阅读课外参考文献，撰写

学期或学年论文。  

十、练习与作业  

    本课程在各章节后设计有思考题，练习题和计算机实验题供学生课后练习与研讨。全学期书面作业共

30次，每次作业量为3～4题，共100题左右。  

十一、成绩考核  

    本课程学习的总成绩分为两部分：  

1．平时学时成绩：包括作业、讨论、读书笔记和期中测验等，占30%；  

2．课程考试成绩：在本课程修完后举行闭卷书面考试，考卷按考试大纲从试卷库抽取或从试题库选题卷，

流水作业阅卷，测试成绩占70%． 

 配套实验大纲  

  
  

阜 阳 师 范 学 院  

《数值模拟实验》大纲  

（供物理专业试用）  

 



前   言  

  

一、课程概述  

1．《数值模拟实验》是我院物理学专业本科的一门重要的特色选修课程，它是《数学物理方法》的配套实

验课程，前导课程为《计算机基础》和《普通物理实验》，为开设《理论力学》、《热力学统计物理》、

《电动力学》和《量子力学》等理论物理课程提供直观认识和计算工具。本课程在本科物理学专业的素质教

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专业学生应当掌握它们的基本内容，以便提高自己的创新意识和应用能力。 

2．本课程的基本性质为实验课，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数据处理和直观物理图象的建立。但是，它与通常

实物实验有很大的区别。本课程主要是根据已经受过实验检验的物理理论，设计出能够体现实验过程的计算

机程序，利用计算机数值模拟的方法，得出能够直观显示在通常的教学实验设备和条件下无法或者很难实现

的物理图象。因此，在这门课的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求学生动手，更重要的是要求学生动脑；不仅要求学生

模仿，而且要求学生自己设计。学生在学习时应重视应用技能和创新思想的培养。 

3．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通用数学软件包的使用、模仿性数值模拟实验和设计性数值模拟实验等三部分。

这些内容要求在通用数学软件包《Mathematica》的基础上进行教学。《Mathematica》提供了数值计算、符

号计算和计算机作图等多种功能。其它数学软件包如《Maple》、《Matlab》或《Rudce》等，虽然也可以作

为本课程教学的基础工具，但在本大纲中不作要求。 

4．本课程是一门自习性选修课程，由系里指定专家、教授开设专题报告进行指导，不专派教师进行课堂教

学。学期初由系公布本课程的教学大纲并提供软件、资料和上机条件，学生根据大纲自选参考书和文献资料

进行学习和实验。 

5．本课程的设立借鉴了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二十一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研究成果

《数学实验》。《数值模拟实验》是一门发展中的课程，是将数学实验与物理理论实验的思想创造性地综合

起来，应用于物理学专业学生的素质教育中而设计出来的。它是一门新生的课程，需要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

程中共同创造，来进行不断完善。 

二、目的要求  

1．本课程要求学生对规定的内容有一个总体了解。掌握其中的基本方法，熟悉常用的数值模拟实验设计思

想，通过学习形成实际应用能力。 

2．本课程要求学生能运用学到的计算机方法解决一类常见的物理问题，能较顺利地学习本专业相关的物理

课程。 

3．本课程要求学生能在学习的过程中参与《数值模拟实验》的课程建设，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来设计出新的

数值模拟实验，与教师共同编写出有时代特色的《数值模拟实验》教材，为完成优秀的学年论文和/或毕业

论文打好基础。 

三、教材与参考书  

教科书：正在编写中  

参考书：沈凤贤等编，Mathematica手册，北京：海洋出版社, 1992年 

李尚志等著，数学实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萧树铁主编，数学实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以及有关高等学校普通物理和理论物理课程的教材。 

四、教学建议  

1．本课程约需24课时（2课时介绍工具软件，2课时介绍模拟实验方法，20课时（自学）为计算机模拟实

验，其中基本模仿性实验4个，自选设计性实验4个）。 

2．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注重计算机工具的使用和设计方法的掌握，培养创新精神和应用能力。 

3．在学习过程中，不应局限于教材和/或参考书，提倡广泛查阅各类有关资料。鼓励把本课程的教学过程当

成一个微型的科研过程，在教学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4．为了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扬合作精神，相互讨论、取长补短，建议学生在实验中以组为单位，2-3人

一组。 

五、考核  

本课程不进行结束考试，也不统计平时成绩，在课程结束时由学生自己推荐1-2份自己的实验报告或

课程论文，教师根据实验报告或课程论文的知识性和创新性给出一个综合评语，作为该课程的学业成绩。 

第一部分  Mathematica简介（2课时）  

Mathematica是一个通用的数学计算软件包，既能进行数值计算，又能进行符号计算。常见的计算机

高级语言如PASCAL等，只能进行数值计算，而符号计算可以对表达式进行运算。例如：用Mathematica数学

软件包可以对多项式进行因式分解，微分和积分等运算，其运算的结果仍然是一个代数表达式。除此之外，



它还有绘图和编程功能。由于Mathematica数学软件包功能强大，操作简单，现在已经成为同类软件中最流

行的产品。 

从历史的角度看，数学一直是物理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基本工具。现代物理的研究与应用更离不开数学

这个有力工具。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为数学计算安上了车轮，通用数学软件包进一步提供了发动机。作为一

个二十一世纪的物理专业大学生，应当而且必须掌握至少一个像Mathematica这样的通用数学软件包。通用

数学软件包给物理学许多领域中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问题提供了高效的计算手段，正在成为现代数学

物理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本部分的教学中，学生要善于将数值计算的程序设计语言如BASIC 等与数学软件包Mathematica进行

比较。一方面，要注意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充分利用已学的程序设计语言的知识，来认识Mathematica相

应特点，如交互式和程序式的运行方法；另一方面，要注意它们的不同之处，掌握Mathematica的符号运算

功能和作图功能。 

    本部分的教学时间为2课时，1课时讲座，1课时在计算机房现场指导。 

基本要求：  

1．了解Mathematica的功能； 

2．掌握Mathematica的基本命令和语句格式； 

3．了解Mathematica的编程方法； 

4．熟悉Mathematica的安装，启动与关闭； 

5．掌握Mathematica中常用图标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教学内容：  

§1 Mathematica简介：Mathematica中的基本对象，运算与表达式，函数，语句与程序。 

§2 Mathematica操作：Mathematica的安装，启动与关闭，常用图标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重 点：  

Mathematica的基本命令和语句格式；常用图标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习 题：  

1．    根据要求编写Mathematica语句或程序 

（1）解方程  

  

（2）泰勒展开  

  

  

（3）作图  

2．  上机启动Mathematica，调试第1题中的程序，调试成功后存盘并关机。 

  

第二部分 基本数值模拟实验（10课时）  
  

本部分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实践来熟练掌握Mathematica数学软件包的使用，更主要的目的是通过模仿来

理解和熟悉理论物理数值模拟实验的方法与设计思想。决不能简单地上机运行几个老师已经设计好的实验程

序。 

本部分的教学时间为10课时，2课时讲座和演示，4个实验，每个实验占2课时。考虑到学生是第一次

接触本类型的课程，教师在讲座中应当把重点放在物理背景的介绍与数值模拟实验的设计思想的提出上，并

进行学习指导，让学生理解本课程的意义与具体内容及方法。 

实验1：振动的合成  

实验目的：  

1．熟悉NDsolve, Plot和Evaluate等语句的用法和在数值模拟实验中的功能； 

2．了解数值模拟实验的计算机程序设计思想； 

3．通过实验形象地认识干涉，拍和利萨如图形产生条件及其性质。 



实验步骤：  

1．认真阅读该数值模拟实验的计算机程序,领会其设计思想和方法； 

2．按从简单到复杂的方案输入有关实验参数：先研究同向振动的合成，再研究不同向振动的合成；在同向

振动的合成中，先研究同频率振动的合成，再研究不同频率振动的合成；在不同向振动的合成中，先研

究两个振动方向相互垂直的情况，再研究两个振动方向不垂直的情况。 

3．根据实际上输出的数值结果和或图象，分析归纳干涉，拍和利萨如图形产生条件及其性质。 

实验2：热电子发射  

实验目的：  

1．熟悉Integrate, Function和 Plot3D等语句的用法和在数值模拟实验中的功能； 

2．了解数值模拟实验的计算机程序设计思想，熟悉设计方法； 

3．通过实验形象地认识热电子发射强度随金属的性质（功函数）和温度变化的规律。 

实验步骤：  

1．认真阅读该数值模拟实验的计算机程序,领会其设计思想和方法； 

2．设计有关实验参数的输入方案，并按该方案进行输入，如果在输入的过程中发现原方案有不足之处，应

该进行修改完善。 

3．根据输出的数值结果和或图象，分析归纳金属中的热电子发射现象产生条件及其规律。 

实验3：电子的波动性  

实验目的：  

1．了解Mathematica中过程的编写，熟悉DensityPlot等语句的用法和在数值模拟实验中的功能； 

2．熟悉数值模拟实验的计算机程序设计思想和方法； 

3．通过实验形象地认识电子的波动性，掌握在实验中能够显示电子波动性的条件。 

实验步骤：  

1．认真阅读该数值模拟实验的计算机程序, 掌握其设计思想和方法； 

2．按教师所介绍的有关真实实验的背景知识，设计有关实验参数的输入方案，并按该方案进行输入，如果

在输入的过程中发现原方案有不足之处，应该进行修改完善。 

3．根据计算机输出的数值结果和/或图象，进行分析，归纳出电子束产生显示波动性的干涉条纹的条件及其

性质。 

实验4：能级现象的研究  

实验目的：  

1．熟悉Mathematica中过程的编写，熟悉ParametricPlot等语句的用法和在数值模拟实验中的功能； 

2．熟悉数值模拟实验的计算机程序设计思想和方法； 

3．通过实验形象地认识在微观世界中能量不连续的原因，能量出现线状谱的条件及其性质。 

实验步骤：  

1．认真阅读该数值模拟实验的计算机程序, 掌握其设计思想和方法； 

2．按教师所介绍的有关的背景知识，设计有关实验参数的输入方案，并进行输入。设计输入方案时应注意

能级的寻找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3．对上一次输出的数值结果和/或图象进行分析，以确定下次的输入，直到找出能级的数值。分析能级的规

律。 

  

第三部分 设计性数值模拟实验（12课时）  
  

  本课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通过数值模拟实验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而创新思维能力不能全依靠

老师教，更重要的是需要学生通过自己的创新实践活动来提高。设计性数值模拟实验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培养

创新能力的极好机会，学生可以根据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来自由地设计实验方案，完全不受实验设备等条件

的限制。 

在第二部分中，学生已经熟悉了Mathematica数学软件包的使用，并且通过模仿理解和熟悉物理数值

模拟实验的方法与设计思想。学生应当充分运用已经掌握的知识，大胆地去想象和创造。老师要积极鼓励和

引导学生设计出新的计算机数值模拟实验方案，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 

本部分的教学时间为16课时，分为4个实验，每个实验占4课时。前两个实验为统一命题的设计性数值

模拟实验，由教师给出实验的题目和目的要求，学生自己来设计实验方案。后两个实验为自由命题的设计性

数值模拟实验，由学生根据所学的物理知识自己选择实验的题目和目的要求，自己来设计实验方案。下面是

我们推荐的实验命题： 

1．弹簧的振动  

实验目的：通过实验来认识固有频率，临界阻尼和位移共振等现象与概念，分析研究有关规律。 

2．α粒子散射  

实验目的：通过实验来认识α粒子对重原子核发生大角度散射的规律。 

3．焦-汤效应  

实验目的：通过实验来认识实际气体在节流过程中的降温现象，掌握并通过实验找出反转曲线。 

4．黑体辐射  

实验目的：通过实验来体会黑体辐射认识史上的瑞利-金斯公式，维恩公式，普朗克公式和维恩位移定律。 



5．各态遍历现象  

实验目的：通过实验来认识统计物理历史上的各态遍历假说，分析研究有关规律。 

6．势垒贯穿  

实验目的：通过实验来认识微观领域中的粒子势垒贯穿现象，掌握共振透射等有关概念。 

7．原子核的链式反应  

实验目的：通过实验来认识原子核的链式反应的规律，求出临界质量。 

  

   考试纲要  

  
  

阜 阳 师 范 学 院  

《 数学物理方法 》考试纲要  

（供物理专业试用）  

 

一、编 写 说 明  

本纲要是依据阜阳师范学院《数学物理方法》教学大纲（2001年修订稿）的精神，参照高等教育出版

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数学物理方法（第三版）》（梁昆淼编），结合我院当前数学物理方法教学的实际

情况制订的。 

本纲要对我院物理专业“数学物理方法”课程期终考试的考试范围、考试目标、考试方式、试卷结构

等作了详细的说明，它是我院期终考试命题和该门课程教学评估的主要依据。 

1．   考试范围  

本课程期终考试的范围是《数学物理方法》教学大纲中除了“冲量定理法”、“第一、第二格林公

式”、“含时间的格林函数”以及“傅立叶变换法”以外的教学内容。 

本课程期终考试侧重考核学生对所学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同时也注意对应用能力和创新思

维能力的考查。 

2．   考试目标的水平层次  

根据《数学物理方法》教学大纲对教学要求的阐释，本纲要将数学物理方法课程期终考试目标分为识

记、理解、掌握、综合运用四个水平层次，分别以字母A、B、C、D表示。这四个水平层次，后一层次比前一

层次有较高的要求，并包含前一层次的要求，其基本涵义如下： 

A．识记：是指对具体知识的回忆、再现或模仿。即（1）记住概念、定义、术语、符号；（2）重现数学原理

和规律（法则、性质、定理、公式等）；（3）再现典型的数学物理方程和定解条件；（4）能在标准情

景中作直接计算或简单的变换。 

B．理解：是指不仅能回忆具体的知识，而且知道它的意义及其相关知识的内在联系。即（1）懂得所学概念

和规律（法则、性质、定理、公式等）的产生和推导过程；（2）能用自己的语言对所学知识进行解释、

举例、直接推论；（3）能转换表达所学知识的形式；（4）在常见的简单变式情景中作不涉及其他知识

点的判断、化简和计算。 

C．掌握：是指在理解的基础上，熟悉基本知识、基本方法的范围内，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用常规方法解决

一些典型情境中的问题。即（1）能将所学知识和技能用于解决常规问题；（2）在新的情境中，能按基

本的模式和常规的方法进行计算、化简和证明。 



D．综合运用：是指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所学的基本知识（包括数学思想和方法）和基本技能，解

决一些复杂的数学物理问题或某些较简单的实际问题。即（1）能弄清问题中各种条件的关系及构成方

式，把复杂的问题化成简单的问题来解决；（2）能在分析的基础上，将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和方法重新组

合应用于新的情境中解决复杂的数学物理问题和简单的实际问题。 

二、考 试 目 标  

数学物理方法课程期终考试的具体目标按章节分列，有知识条目、考试水平和说明三部分。知识条目指

考试的内容，考试水平指该知识条目所达到的目标层次。知识条目和考试水平列表描述，表中知识条目在考

试水平栏中对应的“√”为该知识条目在考试中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说明是对一些要求过高过难或因要求

不甚明确而易失控的知识内容加以限制的阐述。 

各章的考试目标如下： 

第一篇  复数函数论  

第一章 复变函数  

说明：  

1．对调和函数的运算不作要求； 

2．科希—里曼方程的极坐标形式不作要求。 

第二章 复变函数的积分  

节 知识条目 

考试水平 

A B C D 

§1.1．复数与复数运

算 

1.复平面 

2.复数的表示式 

3.共轭复数 

4.无穷远点 

5.复数球 

6.复数的四则运算 

7.复数的幂和根式运算 

8.复数的极限运算 

  

  

  

√  

√ 

√  

√  

√ 

   

   

   

   

   

√  

√  

√ 

   

节 知识条目 

考试水平 

A B C D 

§1.2．复变函数 1.复变函数的概念 

2.开、闭区域 

3.几种常见的复变函数 

4.复变函数的连续性 

   

√  

   

√ 

√ 

  

√

      

§1.3．导数 1.导数 

2.导数的运算 

3.科希—里曼方程 

   √  

√ 

   

   

√ 

   

§1.4．解析函数 1.解析函数的概念 

2.正交曲线族 

3.调和函数 

   

√  

√ 

√       

节 知识条目 

考试水平 

A B C D 



说明：  

1．科希公式的导出不作要求。 

第三章 幂级数展开  

说明：  

1．无穷远点为奇点的情况不作要求。 

第四章 留数定理  

§2.1．复数函数的积

分 

1.路积分 

2.路积分与实变函数曲线积分的联系 

   √  

√ 

      

§2.2．科希定理 1.科希定理的内容和应用 

2.孤立奇点 

3.单通区域和复通区域 

4.回路积分 

    

√  

√ 

√ 

√ 

      

§2.3．不定积分* 1.不定积分* 

2.原函数 

√  

√ 

         

§2.4．科希公式 1.科希公式 

2.高阶导数的积分表达式 

√  

√ 

         

节 知识条目 

考试水平 

A B C D 

§3.1．复数项级数 1.复数项无穷级数 

2.收敛性 

3.科西判据 

4.绝对收敛 

5.一致收敛 

   √ 

√ 

√ 

√ 

√

      

§3.2．幂级数 1.幂级数的概念 

2.比值判别法 

3.根值判别法 

4.收敛圆，收敛半径 

5.幂级数的性质 

√ 

  

  

√ 

  

  

√ 

√ 

  

√

      

§3.3．泰勒级数 1.泰勒级数 

2.泰勒级数的系数计算公式 

  √ 

√

      

§3.4．解析延拓* 1.    解析延拓的基本思想 √         

§3.5．罗朗级数 1.广义幂级数 

2.收敛环 

3.罗朗展开 

  √ 

√ 

√

      

§3.6．奇点分类 1.罗朗级数的解析部分、主要部分 

2.极点 

3.极点的阶，单极点，本性极点 

√ 

√ 

√

         

节 知识条目 

考试水平 

A B C D 

§4.1．留数定理 1.留数定理概念 √         



第五章 傅立叶变换  

说明：  

1．二维空间的狄拉克函数不作要求。 

  

第二篇 数学物理方程  

  

第七章 数学物理定解问题  

2.计算留数的一般方法 

3.判断极点的阶 

4.极点留数的计算方法 

√ 

√ 

√

节 知识条目 

考试水平 

A B C D 

§4.2．应用留数定理

计算实变函数的定积分 

1.    类型一 

2.    类型二 

      √

√

   

节 知识条目 

考试水平 

A B C D 

§5.2．非周期函数的

傅里叶积分 

1.傅里叶积分的导出 

2.傅立叶变换式 

3.奇函数的傅里叶正弦积分，偶函数的傅

立叶余弦积分 

√

√

√

         

§5.3．狄拉克函数 1.广义函数的提出 

2.狄拉克函数的定义 

3.狄拉克函数的表达式 

4.狄拉克函数的性质 

√

√

  

  

√

√

      

节 知识条目 

考试水平 

A B C D 

§7.1．数学物理方程

的导出* 

1.均匀弦的微小横振动 

2.均匀杆的纵振动* 

3.均匀薄膜的微小振动* 

4.扩散方程 

5.热传导方程 

6.稳定浓度分布和稳定温度分布 

7.静电场 

  

√

√

√ 

  

√

√ 

  

  

  

√ 

  

√

      

节 知识条目 

考试水平 

A B C D 

§7.2．定解条件 1.初始条件 

2.边界条件 

  √

√

      

§7.3．二阶线性偏微

分方程的分类 

1.二阶线性偏微分方程的一般形式 

2.线性齐次和非齐次方程 

3.叠加原理 

  

  

  

√

√

√

      



说明：  

1．非线性边界条件只要求能辨认； 

2．多个自变数的方程分类不作要求。 

第八章 分离变数（傅里叶级数）法  

说明：  

1．非齐次边界条件的一般处理只要求能理解和掌握步骤； 

2．分离变数法的方法只要深入理解。 

第九章 二阶常微分方程的级数解 本征值问题  

4.两个自变数的方程分类，方程的标准形

式。 

5.常系数线性方程 

√ 

  

√

§7.4．行波法 1.达朗伯公式 

2.行波，求解公式 

3.端点的反射（固定端的情形） 

   √ 

  

√

  

√

   

节 知识条目 

考试水平 

A B C D 

§8.1．齐次方程的分

离变数法 

1.分离变数法 

2.驻波，本征值，本征函数，本征值问题 

3.分离变数法的方法步骤 

     

  

  

√

  √

√

§8.2．非齐次振动方

程和输运方程 

1.傅立叶级数法    √     

§8.3．非齐次边界条

件的处理 

1.    一般处理方法 

2.    特殊处理方法 

   √

√

    

§8.4．泊松方程 1.特解法      √   

节 知识条目 

考试水平 

A B C D 

§9.1．特殊函数常微

分方程 

1.拉普拉斯方程 

2.球坐标，球函数方程，连带勒让得方程

*，勒让得方程 

3.柱坐标，贝塞耳方程* 

4.波动方程 

5.输运方程 

6.亥姆霍兹方程 

√

√

  

√

√

√

√

       

§9.2．常点邻域上的

级数解法 

微分方程常点邻域上的级数解法     √    

§9.3．正则奇点邻域

上的级数解法 

1.微分方程正则奇点邻域上的级数解法 

2.判定方程 

     

√

√    

§9.4．斯特姆一刘维

本征值问题 

1.本征值，本征函数 

2.斯特姆—刘维本征值问题 

√

√

         



说明：  

1.    矢量的波动方程不作要求； 

2.    波动方程、输运方程和亥姆霍兹方程只要求在极坐标下分离变量。 

第十章 球函数  

说明：  

1.    球函数的具体形式要求掌握到二阶； 

2.    非轴对称拉普拉斯方程不要求具体求解。 

第十一章 柱函数  

说明：  

1.    递推公式只要求到贝塞尔函数； 

2.    贝塞尔函数的应用只要求能够解平面轴对称问题。 

3.正交性，模 

4.广义傅立叶级数，广义傅立叶系数 

√

√

节 知识条目 

考试水平 

A B C D 

§10.1．轴对称球函数 1.勒让得多项式 

2.洛德利格斯公式 

3.勒让得多项式的正交关系 

4.勒让德多项式的模 

5.广义傅立叶级数 

6.母函数与递推公式* 

  

  

  

  

  

√

  

  

√

√

√

  

√

√

节 知识条目 

考试水平 

A B C D 

§10.2．连带勒让得函

数 

1.连带勒让得函数 

2.本征值问题 

3.洛德利格斯公式 

4.正交性，模 

5.广义傅里叶级数 

  

  

√

√

√

  

√

√   

§10.3．一般的球函数 1.球函数 

2.球函数的正交性，球函数的模 

3.球面上的函数 

4.拉普拉斯方程的非轴对称解 

  

√

√

√

√     

节 知识条目 

考试水平 

A B C D 

§11.1．三类柱函数 1.三类柱函数 

2.柱函数的极限行为 

3.递推公式 

  

  

√

√

√

    

§11.2．贝塞尔方程 1.贝塞尔函数与本征值问题 

2.贝塞尔函数的正交性，贝塞尔函数的模 

3.傅立叶—贝塞尔级数 

4.贝塞尔函数的应用 

  √

√  

√

  

  

  

 √

  



第十二章 格林函数 解的积分公式  

  

第十三章 积分变换法  

  

三、考试方法和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答形式，考试时间120分钟，满分为100分。 

试题题型及分值约是：选择，10-15分（5-8小题）；填空，10-15分（5-8小题）；简答，10分（5小

题）；计算，20分（4小题）；综合，40-50分（4-5小题）；共六题，24-30小题。 

考试水平分布大致是：识记20-30%，理解20-30%，运用40-50%。 

试题难易程度分布大致为：容易题50%，稍难题30%，较难题20%。 

整个试卷对本考纲所列知识点的覆盖面不少于75%，其中复变函数论部分的覆盖面为60-80%，数学物

理方程部分的覆盖面为70-80%。 

  

四、考 试 样 卷  

一、在下列各题的空格中填入恰当的内容。(每题2分，共10分) 

1．在直角坐标系，科西-里曼条件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节 知识条目 

考试水平 

A B C D 

§12.1．泊松方程的格

林函数 

1.泊松方程的基本积分公式 

2.泊松方程第一边值问题的格林函数及解

的积分表达式 

√ 

√

         

§12.2．电像法求格林

函数 

1.无界空间的格林函数，基本解 

2.用电像法求格林函数 

   √   

√

   

节 知识条目 

考试水平 

A B C D 

§13.1．傅立叶变换法 1.无源波动问题和热传导问题 

2.推迟势 

  

√

√     

§12.2．拉普拉斯变换

法 

1.拉普拉斯变换法求解数学物理方程的基

本思路 

  

√       



2．偶函数 f ( x ) 的傅立叶积分表示为 ___________________ ，其中  

____________________。 

3．根据δ函数的性质，求  ______________ 。 

4．勒让德多项式的正交性关系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5．按定义，  阶诺埃曼函数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二、下列各小题的4个备选答案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请将正确的答案选出来。 (每题2分，共10分) 

1．点 z = 1 是函数 cot (πz) 的 _____________ 。 

A.解析点  B.孤立奇点  C.非孤立奇点  D.以上都不对 

2．方程  是 ________ 型偏微分方程。 

A.  椭圆  B.双曲  C.抛物  D.以上都不对 

3．条件  是 ________ 类边界条件。 

A.第一  B.第二  C.第三  D.以上都不对 

4．本征值问题   的本征函数是 __________ 。 

A.    B.    C.    D.  

5．点 x = 0 是常微分方程  的 ____________ 。 

A.    常点  B.正则奇点  C.非正则奇点  D.以上都不对 

  

三、名词解释(每题2分，共10分) 

1．科西定理 

2．一致收敛 

3．留数 

4．定解问题的适定性 

5．格林函数 

四、计算题(每题5分，共20分) 

1．已知解析函数 f ( z ) 的实部为  ，根据科西——里曼方程求出其虚部。 



2．把函数     在区域 | z - 1 | > 1 洛朗展开 

3．利用留数定理计算定积分   

4．将泛定方程   分离变量。 

五、综合题(每题10分，共50分) 

1．求解无限长弦的自由振动，设弦的初始位移为  ， 

   初始速度为 。 

2．有一长为L，杆身与外界绝热的均匀细杆，杆的两端温度保持零度，已知其初始温度分布 

 ，求在 t > 0 时杆上的温度分布。 

3. 长为l =π的杆两端自由，其初始位移为  ，初始速度为  ，求解杆的运动。 

4. 一空心圆球，半径为a，球面上的电势分布为  ，试计算圆球外部区域中的电势分

布。 

5. 设有半径为1的薄均匀圆盘，边界上的温度为零，初始时刻盘内温度分布为 1 –ρ2，其中ρ是圆盘内任一

点的半径，求盘内的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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