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 

  1. 罗尔定理中是否可把“ ( )f x 在区间[ ],a b 上连续、开区间 ( ),a b 上可导”两条件换

成“在闭区间[ ],a b 上可导”一个条件？ 

答  这样一换，条件加强了，结论当然成立，但条件增强了，其适用范围就要缩小。例

如，函数 ( ) 21f x x= − ，易见 ( )f x 在[ ]1,1− 满足罗尔定理三个条件，但若将罗尔定理三

个条件换成 “ ( )f x 在[ ],a b 上可导， ( ) ( )f a f b= ”，这个 ( )f x 就不满足了。一般在研

究数学命题时，总是力求把命题的条件减弱，以扩大其适用范围。 

 

2.在证柯西定理时（条件与教材定理 4.1.4 相同），能否这样证：因 ( ) ( ),f x g x 在

[ ],a b 上均满足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故存在 ( ),a bξ ∈ 使得 

          ( ) ( ) ( )( ) ( ) ( ) ( )( ),f b f a f b a g b g a g b aξ ξ′ ′− = − − = −  

两等式两边相除即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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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这个证法是错误的。因为对于两个不同的函数 ( )f x 和 ( )g x ，拉格朗日中值定理中的

ξ 一般来说不一定相同，即不一定能找到一个公共的ξ ，使上面两等式同时成立。因此这样

证不对。 

 

3. 任何
0
0
型或

∞
∞

型不定式，都可用洛必达法则来求吗？ 

答  不一定。教材中定理 4.2.1中关于洛必达法则的三个条件，必须全部满足才行。不然

洛必达法则的结论可能不成立。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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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洛必达法则。实际上，这题极限可按“无穷小乘有界变量为无穷小”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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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列的极限可用洛必达法则来求吗？ 

答 因数列不存在导数，故不能直接用洛必达法则，但由归结原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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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 )
( )

lim
n

f n
A

g n→∞
= ，即可先化为求函数的极限。在利用洛必达法则求得极限后就间接地得到

了原数列的极限。 

但要注意的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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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时，并不能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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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泰 勒 公 式 的 拉 格 朗 日 余 项 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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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不一定。例如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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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什么说 ( )f x 的导数只在有限多个点处为零，其余各处都大于零（或小于零），就可

得 ( )f x 是严格单调增加（减少）的？ 

答 任取 x x′ ′′< ，设在 ( ),x x′ ′′ 内 ( )f x′ 的零点为 1 2, , , nx x x ，而在其它点处 ( )f x′ 均大

于零，则由单调性判别法知 ( )f x 在 [ ] [ ] [ ]1 1 2, , , , , ,nx x x x x x′ ′′
 上均严格单调增，故

( ) ( ) ( ) ( ) ( )1 2 nf x f x f x f x f x′ ′′< < < < < 。因此 ( )f x 为严格单调增函数。 

 

7. 若在 0x x= 处 ( )0 0f x′ > ，能否判定 ( )f x 在 0x 的某个邻域内单调增？ 



答 ( )0 0f x′ > 只能保证存在 0x 的某个邻域 ( ) ( )0 0 0 0, , ,x x x x xδ δ δ− + ∈ + 时，

( ) ( )0f x f x> ， ( )0 0,x x xδ∈ − 时， ( ) ( )0f x f x< ，而不能保证在某邻域内单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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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易见 ( )0 1 0f ′ = > ，但 ( )f x 在任何区间内无单调性。 

 

8. 同一函数的极大值是否一定大于极小值？ 

答 因极值是函数的局部性质，故极大值不一定大于极小值。例如 ( ) 2sinf x x x= + ，

易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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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极 小 值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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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函数 ( )f x 在区间[ ],a b 的最大（小）值点一定是极大（小）值点吗？ 

答 不一定。当最值点出现在端点时就不一定是极值点。例 ( )f x x= 在[ ]0,1 上最大值

点为 1x = ，但它不是极大值点。但当最值点出现在区间[ ],a b 内部时，最大值（最小值）

点一定是极大值（极小值）点。 

 

10. 若 ( )( )0 0,x f x 是曲线 ( )y f x= 的拐点，则它与 ( )0 0f x′′ = 有什么关系？ 

答 若 ( )( )0 0,x f x 是拐点，则在 ( )f x 二阶导数存在时，一定有 ( )0 0f x′′ = 。但也可能

( )0f x′′ 不存在。例曲线 3y x= 在 ( )0, 0 处 ( )0f ′′ 不存在，但 ( )0, 0 是拐点。另外

( )0 0f x′′ = 也不能保证 ( )( )0 0,x f x 是拐点，例如 ( ) 4f x x= ，易知 ( )0 0f ′′ = ，但 ( )0, 0 不

是拐点。 

一 般 来 说 若 ( )f x 具 有 ( )2n n ≥ 阶 导 数 ， 且 在 0x x= 处 ，

( ) ( ) ( ) ( ) ( ) ( )1
0 0 0 0, 0n nf x f x f x f x−′′ ′′′= = = ≠ ，则当 n 为奇数时， ( )( )0 0,x f x 为拐

点，这是因为此时可推得在 0x 两边，
( ) ( )1nf x−

异号，
( ) ( )2nf x−

同号，
( ) ( )3nf x−

异号，…，

( )f x′′ 异号，故 ( )( )0 0,x f x 为拐点。 



类 似 也 可 得 到 若 ( )f x 具 有 n 阶 导 数 ， 在 0x x= 处

( ) ( ) ( ) ( )1
0 0 0 0nf x f x f x−′ ′= = = ≠ ，则n 为偶数时， 0x x= 为极值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