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母为零，不能直接用求商法则，不是“
0

0
”型，也不能用洛必达法则） 

记住： 

1

o
 → ∞  无穷大量 

1

∞
 → 0  无穷小量 

 

                                                                                                                                                                                                                                                                                                                                                                                                                                                                                                                                                                                                                                                                                                                                                                                                                                                                                                                                                                                                                                                                                                                                                                            

高等数学 复习提纲（经管类）含复习题 

一、 第一章 函数、极限、连续 

1. 求下列函数的定义域：（记住四个条件） 

（1） y=
1

x−1
+√2x + 1 

解：{
x − 1 ≠ 0

2x + 1 ≥ 0
 ⇒{

x ≠ 1

x ≥ −
1

2

        ∴D: [ − 1

2
 , 1）∪（1，+∞） 

（2） ln（x2 − 1） 

解：x2 − 1 > 0  ,  x > 1      ∴D：（1，+∞） 

（3） y=arcsin
2x−1

3
 

解：-1≤
2x−1

3
≤1  ,  -1≤  x ≤2  ∴D: [-1,2] 

2. 计算下列极限：（记住两个重要极限公式） 

① lim
x→0

sin x

x
=1   ② lim

x→∞
(1 +

1

x
)

x
= e    lim

x→∞
(1 +

α

x
)βx=eαβ

 

(1) lim
x→𝟑

x+3

x−3
 

解：先求倒数： 

lim
x→𝟑

x+3

x−3 
 =  lim

x→𝟑

0

6
  = 0 

∴原式 lim
x→𝟑

x+3

x−3 
 = ∞ 

 

(2)  lim
x→0

1−cos 2x

x sin x
  

解：原式= lim
x→0

1−(1−2 sin2 x)

x·sin x
 

= lim
x→0

2 sin2 x

x·sin x
 

= lim
x→0

2 sin x

x
  

= 2 

(3) lim
x→∞

（1 +
1

x
）

x

2 

解：原式= lim
x→∞

[(1 +
1

x
)x]

x

2 



=[lim
x→∞

（1 +
1

x
）

x
]

1

2 = e
1

2 

3. 设函数 f(x)= {  
  

sin 3x  

x
      ,       x ≠ 0  

      α         ,      x = 0   
   

在x = 0 处连续，则α=（  ） 

A、-1     B、1     C、2     D、3 

解:当x = 0时 

  右极限： lim
x→0

sin 3x

x
 =  lim

x→0+

3x

x
 = 3 

左极限：  lim
x→0−

α = α 

∵f(x)在x = 0处连续      

∴左极限=右极限 

即α=3  选 D 

（注意：若函数 f(x)在 x=0 处左右极限值不等，则 f(x)在该点处间断。） 

                

二、 第二章 导数与微分 

4. 求下列函数的倒数或微积分 

（1） y=2x+x2+2 

解：y’=2x ln2+2x 

（2） 已知 f(x)=x· ex，求 y’(1) 

解：f’(x)=x’ · ex+ x· (e
x
)′=ex+ x· ex=ex(1+x) 

∴f’(1)=e’(1+1)=2e 

（3） 设 y=ln cos x，求dy。（即求“复合函数”的微分） 

“复合函数”求导法则：由外向里，层层求导相乘。 

解：y’=
1

cos x
·(cos x)’ = 

1

cos x
·(− sin x)=− tan x 

∴dy=y’dx=-tan xdx 

（4） 设 y =sin 2x , 求 y’’ 



上、下求导 用 x=2 代入 

上、下求导 

再上、下求导 

上、下求导 

化简、通分 

解：y’=cos 2x ·（2x）’=cos 2x ·2=2cos 2x 

    y’’=（2cos 2x）’=2·(− sin 2x) ·(2x)’ 

      =−2sin 2x ·2=−4sin 2x 

（5） 设 y=y(x)由方程x3+y3-3xy=1 确定，求
dy

dx
︱

x
=0（隐函数求导题） 

解法：①两边求导，将 y 看作中间变量 

      ②再用复合函数求导，解出 y’（答案中允许保留 y） 

 

解：本题先将等式两边求导，得 y’，再将 x=0 代入原方程得 y 值，

再将 x、y 值代入 y’式中求其值。 

①等式两边求导，得 3x2+3y2 · y − 3y − 3xy′ = 0 

∴y’=
y−x2

y2−x
  （即

dy

dx
=

y−x2

y2−x
） 

②当 x=0 时，代入原方程，得 

  03+y3-3· 0 · y=1 ， y3=1  ∴y=1 

将 x=0，y=0 代入 y’，得 

dy

dx
︱

x
=0=

1−02

12−0
=1 

 

 

 

三、 第三章 导数的应用 

5. 求下列函数极限 

（1）求 lim
x→2

x2+x−6

x3−8
   (“

0

0
”型) 

解：原式============ lim
x→2

2x+1

3x2
===========   

5

12
 

 

       （2）  lim
x→0+

ln 3x

ln 5x
     （“

∞

∞
”型） 

解：原式============  lim
x→0+

1

3x
·3

1

5x
·5

 = 1 

（3） lim
x→0

（
1

x
−

1

ex−1
）     （“∞ − ∞”型） 

解：原式============lim
x→0

ex−1−x

x(ex−1)
         

      ============lim
x→0

ex−1

ex−1+x·ex
       (“

0

0
”型) 



      ============lim
x→0

ex

ex+ex+x·ex
 

      =lim
x→0

1

2+x
 = 

1

2
 

6. 函数 y= f(x)在点 x=0 处的二阶导数存在，且 f‘(0)=0，f‘’(0) >0，则下

列结论正确的是（  ） 

A.x=0 是函数 f(x)的极小值点 

B. x=0 是函数 f(x)的极大值点 

C. x=0 不是函数 f(x)的驻点 

D. x=0 不是函数 f(x)的极值点 

解：判别方法：f‘‘(x0)=0（有驻点，即该方程的根） 

当 f‘‘(x0) > 0 时，f(x)有极小值点 

当 f‘‘(x0) ＜0 时，f(x)有极大值点 

（注意，当 f‘‘(x)=0 时，f(x)有拐点） 

本题是 f(x)在 x=0 时的二阶导数存在 f’‘(0) > 0 

∴选 A 

7. 设函数 f(x)在区间（a,b）内满足 f’(x) > 0，且 f’‘(x) ＜0，则函数在此

区间内是（   ） 

A. 单调减少且凹的        B.单调减少且凸的 

C. 单调增加且凹的        D.单调增加且凸的 

解：判别方法：f‘(0) > 0，判单调增加 

              f‘(0)＜ 0，判单调减少 

              f‘’(0) > 0，图像是凹的 

              f‘’(0) ＜ 0，图像是凸的 

 

本题是：f‘(x) > 0，↗，f‘‘(x) ＜0，凸的 



∴选 D 

8. 求函数 f(x)=x4 − 10x2 + 5的极值。  

解：（1）定义域为（-∞，+∞） 

∵f’(x)=4x3-20x=4x（x2-5） 

令 f’(x)=0，即 4x (x2 − 5)=0 

解之得：x1=0，x2=√5，x3=-√5（三个驻点） 

（2）求 f’‘(x).   f’‘(x)=[4x(x2-5)]’=12x2-20 

∴f’‘(0)=-20＜0 

  f’‘(√5)=12(√5)2-20>0 

f’‘(−√5)= 12(−√5)2-20>0 

∴当 x=0 为极大值点，极大值为 f(0)=04-10(0)2+5=5 

  x=√5, x=−√5 为极小值点 

极小值为：f(√5)= (√5)4-10(√5)2+5=-20 

          f(−√5)= (−√5)4-10(−√5)2+5=-20 

9. 求曲线 y=x2在（1，1）处的切线方程和法线方程。 

解：斜率：K=y’=(x2)’=2x，当 x=1 时，y’(1)=2×1=2 

∴①切线方程为 y-1=2（x-1）[即 y-y0=k(x-x0),其中x0，y0即题目

(1,1)的坐标] 

  化简为 y=2x-1 

  ②法线方程[y-y0=
−1

k
(x − x0)] 

     y-1=−
1

2
(x-1)，即 y=−

1

2
x+

3

2
         

 

四、 第四章 不定积分 

10. 设ex+sin x是 f(x)的原函数，求 f’(x) 

(注意“不定积分”的重要概念：被积函数=原函数的导数) 



将 t 换回√𝐱 − 𝟏 

}自己练习！ 

解：f(x)=( ex + sin x)’=ex + cos x 

 ∴f’(x)=( ex + cos x)’=ex − sin x 

11. 求∫
1

√x
dx  (直接套用公式计算) 

解:原式=∫ x−
1

2  dx=
1

−
1

2
+1

x(−
1

2
+1)+C=2x

1

2+C 

12. 求∫ sin(3x + 2) dx (“凑微分法”) 

解：原式=
1

3
∫ sin(3x + 2)  d(3x + 2) 

=-−
1

3
cos(3x + 2)+C 

13. 求∫
ln x

x
dx 

解：原式=∫ ln x d(ln x)=
1

2
l n2 x+C 

14. 求∫ xex2
dx  (凑微分：xdx=

1

2
dx2 记牢！) 

解：原式=
1

2
∫ ex2

d(x2)=
1

2
ex2

+C 

15. 求∫
√x−1

x
dx (“根式代换法”) 

解：令√x − 1=t，x=1+t2，dx=2tdt 

则∫
√x−1

x
dx=2∫

t2

1+t2
dt 

         =2∫
(t2+1)−1

1+t2
dt 

=2∫(1 −
1

1+t2
)dt=2(t-arc tan t) +C 

============2(√x − 1- arc tan t√x − 1) +C 

16. 求∫ x · ex dx(“分部积分法”) 

解：原式=∫ x · dex 

        = x · ex-∫ ex dx= x · ex-ex+C 

17. 求∫ x ln x dx    

18. 求∫ ex cos x dx  

注意：1.本章最基本的计算方法中“凑微分”、“根式代换”、“分部代换”

是重点，必须熟练运算，尤以“凑微分”法应用广泛。       

2.不定积分中原函数概念，基本性质，计算公式熟记。 

 

当成大 X，用公式套 



上、下求导 

用公式套 

五、 第五章 定积分 

“解法”注意四点： 

1. 定积分与积分字母无关，计算后要将上、下限带进去相减，结果无 C 

2. 变上限的导数=被积函数，即(∫ f(x) 𝑑𝑥
x

0
)’= f(x) 

3. 换元法中换元必须换限 

4. 对称区间中：奇函数的定积分值为 0 

            偶函数的定积分值为 2∫ f(x) 𝑑𝑥
α

0
 

19. 求极限 lim
x→0

∫ sin tdt
x

0

∫ tdt
x

0

 

解：原式========= lim
x→0

sin t

t
 = 1 

20. 求
d

dx
∫ sin t2dt

x2

0
        [即求(∫ sin t2dt

x2

0
)’] 

解：原式=(∫ sin(x2)2d(x2)
x2

0
)’ 

        =sin x4 · (x2)’ 

        =2 x sin x4 

21. 设F(x)=∫ arc sin tdt
α

x
  则F’(0)=？ 

解：F(x)=− ∫ arc sin tdt
x

α
 

      ∴F’(x)=− arc sin t，F’(0)=-arcsin 0=0 

22. 求∫
ex

1+ex

1

−1
dx 

解：原式=∫
1

1+ex

1

−1
d(1 + ex) 

    

=========ln(1 + ex)︱−1
1  

        =ln(1 + e)-ln(1 +
1

e
) 

        =ln |
1+e

1+
1

e

|=ln |
1+e
1+e

e

|=ln e=1 

23. 计算∫
dx

1+√x

4

0
   (“换元法”) 

解：令√x = t ，则x=t2，dx=2 tdt 

   列表：   ，于是 



   (换限) 

 ∫
dx

1+√x

4

0
 = ∫

2t

1+t

2

0
dt 

        =2∫ (1 −
1

1+t
)

2

0
dt 

        =2(t-ln|1 + t|)2=4-2ln 3 

24. 计算∫  
x5 sin2 x

1+x2+x4

√3

−√3
dx 

解：∵
x5 sin2 x

1+x2+x4(分子为奇函数，分母为偶函数，为奇函数) 

(用-X 代入每个函数看符号判断奇偶性，即若 f(-x)= f(x)为偶函数，f(-x)=- 

f(x)为奇函数。本题是对称区间的定积分，被积函数为奇函数。) 

∴原式=0 

25. 计算∫ arc tan x dx
√3

0
    (分部积分法) 

解：原式=( x · arc tan x)︱
0

√3
-∫ xd(arc tan x)

√3

0
 

        = √3 · arc tan √3-∫
x

1+x2

√3

0
dx 

        =√3 ·
π

3
 - 

1

2
· ln(1 + x2)︱0

√3 

        =
√3

3
π-

1

2
ln 4 = 

√3

3
π - ln 2   

    

26. 求下列“反常函数”(或称“广义积分”) 

①求∫
1

1+x2
+∞

0
dx  

解：原式=arc tan x︱
0

+∞

= 
π

2
 – 0 = 

π

2
 

   ∴此积分收敛 

     ②判断∫
dx

x ln x

+∞

0
的收敛性 

           解：原式=∫
d ln x

ln x

+∞

0
=ln ln x︱0

+∞
 ，ln(+∞)不存在 

              ∴此积分发散(无积分值)  

      27.证明∫
dx

1+x2

1

x
 = ∫

dx

1+x2

1

x
1

 (x > 0) 



与积分变量字母无关 

   分析：证明题一定要仔细研究等式两边的差异，然后找出着眼点，此

题的被积函数完全一样，只是上、下限互为倒数因此应考虑作x=
1

t
的代换。 

证：令x=
1

t
，dx=−

1

t2
dt 

   当下限为x时，t=
1

x
；当上限为 1 时，t=1  

∴左边：∫
dx

1+x2

1

x
 = ∫

1

1+
1

t2

1
1

x

(−
1

t2
)dt 

       = − ∫
1

t2+1

t2

1
1

x

·
1

t2 dt = − ∫
1

t2+1

1
1

x

dt 

       =∫
1

t2+1

1

x
1

dt================ ∫
1

1+x2
dx

1

x
1

 = 右边 

       类似题：(自习)：设 f(x)为连续函数，证明∫ x
π

0
f(sin x) dx 

=
π

2
∫ f(sin x) dx

π

0
 

(提示：设x=π − t，则sin x=sin(π − t)=sin t，dx = dt)  

 

 

六、 第六章 定积分的应用 

定积分的应用主要有平面图形面积和旋转体体积的计算。 

1.“平面图形”面积计算 

 1)在 x 轴上积分:                        2)在 y 轴上积分: 

            

S=∫ [f(x) − g(x)] dx
b

a
                  S=∫ [φ(y) − φ(y)] dy

d

c
 

计算口诀：“上下曲，上头减下头”         注意：将 x 改成 y 的函数(反函

数)积分变量为 dy 

                                       口诀：“左右曲，右头减左头” 

2.“旋转体”体积 

1)在 x 轴上积分:                        2)在 y 轴上积分: 

 (绕 x 轴旋转)                           (绕 y 轴旋转) 



            
计算公式： 

Vx=∫ πf 2(x)
b

a
 dx=π ∫ f 2(x)

b

a
 dx         Vy=∫ πφ2

(y)dy
d

c
=π ∫ φ2

(y)dy
d

c
 

 

28.求直线 y=x 及抛物线 y=x2所围成的平面区域的面积 

解：(1)画出 y=x，y=x2所围成的平面区域 

(2)解方程组{
y = x        ①

y = x2      ②
 ， 

①式代入②，得- x=0，x(x − 1)=0,解之得x=0，x=1 

    得交点(0，0)与(1，1) 

    (3) S=∫ (x − x2) dx
1

0
 

        =( 
x2

2
−

x3

3
)︱

0

1

= 
1

6
      

 

 

29.求曲线 y=x+1，y=x2(x≥0)，y=1 与 x 轴所围成的平面图形的面积 

 

解：此题显然在 y 轴上积分较方便 

S=∫ [√y − (y − 1)] dy
1

0
 (右头减左头) 

 =∫ (y
1

2 − y + 1) dy
1

0
 

 =(
2

3
y

3

2 −
1

2
y2 +  y) ︱

0

1

 



 =(
2

3
−

1

2
+1) −0 = 

7

6
 

注意：1.以上两例皆是在直角坐标系中计算得平面图形面积。 

30.求直线 y=0，x=e 及曲线 y=ln x所围成的平面图形面积及该平面图形绕 x

轴旋转一周所取得旋转体的面积。 

解：分析并做图：y=0 即 x 轴，x=e 是过 e 点的一条直线(与 y 轴平行)、y=ln x[对

数函数性质决定与 x 轴交点为(1，0)] 

  

∵x=1 时，ln x=ln 1=0，可知图形中 x 的变化范围为[1，e] 

∴①Sx=∫ [(ln x − 0)] dx
e

1
 

       =∫ ln x
e

1
dx(用“分部积分法”) 

       = x · ln x︱
1

e
-∫ xd(

e

1
ln x) = e− ∫ x

e

1
·

1

x
dx 

      =e−x︱
1

e
=e−e+1=1 

  ②VX=π ∫ y2e

1
dx=π ∫ ln2x

e

1
dx=π[xln2x︱

1

e
− ∫ xd(

e

1
ln2x)] 

       =πe− ∫ x ·
e

1 2lnx ·
1

x
dx=πe−2π ∫ lnx

e
1 dx 

       =πe−2π ·1=πe−2π 

 

九、第九章 多元函数微积分 

一、偏导数与全微分的计算： 

 包括复合函数，隐函数及抽象函数的偏导数计算。 

(1) 在偏导数计算中，求
∂z

∂x
时，变量 y 当作常量，且

∂z

∂y
时，变量 x 当作常量，按

一元函数求导公式计算即可。 

(2) 全微分 dz=
∂z

∂x
dx+

∂z

∂y
，只需计算两个偏导数

∂z

∂x
，

∂z

∂y
即可。 

(3) 对于由方程 F(x,y,z)=确定的隐函数 z=z(x，y)，其求偏导数。通常有两种方法： 

①公式法：
∂z

∂x
= - 

F‘x

F’z
，

∂z

∂y
= -  

F‘y

F’z
  

  注意：在求
∂F

∂x
时，F(x,y,z)中的 y、z 均作为常数，按一元函数求导。 



y、z看作常数 

          求
∂F

∂y
时，F(x,y,z)中的 x、z 均作为常数，按一元函数求导。 

          求
∂F

∂z
时，F 中的 x,y 也看做常数。 

②直接求导法：对所给方程两边，分别对 x，y 求偏导，在对 x 求偏导时，y

作为常数，而 z 是 x，y 的复合函数，利用复合函数求导公式计算，然后从方

程中解出
∂z

∂x
，

∂z

∂y
。 

31.设 z=
1

xy
，求

∂z

∂x
 (即

∂F(x,y,)

∂x
) 

解：提示：求
∂z

∂x
，可以将 y 认作常数，只需对

1

x
关于 x 求导，再乘系数

1

y
即可 

    
∂z

∂x
= 

1

y
·(- 

1

x2
)=- 

1

x2y
 

32.已知二元函数 z=ln(x + y2)，求dz︱x=0
y=0

 

      (本题是求函数 z 在指定点处的全微分) 

解：∵
∂z

∂x
 = 

1

x+y2
，

∂z

∂y
 = 

2y

x+y2 

且：dz = 
∂z

∂x
dx + 

∂z

∂y
dy 

        ∴
∂z

∂x
︱x=1

y=0

=
1

1+02 = 1,  
∂z

∂y
 = 

2×0

1+02 = 0  

故：dz︱x=1
y=0

= dx 

33.设 Z=Z(x,y)由方程ez-xyz=0 所确定，试求 dz(即求二元函数隐函数的微分)    

  解：设 F(x,y,z)=( ez-xyz) 

      等式两边求导：
∂F

∂X
================= - yz 

       
∂F

∂y
 =−xz ， 

∂F

∂z
 = ez −xy 

∴ 
∂z

∂x
 = − 

F‘x

F‘z
 = - 

−yz

ez−xy
，

∂z

∂y
= -

F‘y

F‘z
=

−xz

ez−xy
 

则dz=
yz

ez−xy
dx + 

xz

ez−xy
dy 

 

二、二阶偏导数(二阶及二阶以上称高阶导数) 

二元函数 z= f(x,y,)的二阶偏导数共有 4 种： 

(1) (
∂z

∂x
)’x=

∂

∂x
 (

∂z

∂x
)=

∂2z

∂x2
[或f’’xx(x,y)、Z’’xx]对

∂z

∂x
再次对 x 求导，y 为常数 

(2) (
∂z

∂x
)’y=

∂

∂y
 (

∂z

∂y
)= 

∂2z

∂y2
[或f’’yy(x,y)、Z’’yy]即对

∂z

∂y
再次对 y 求导，y 为常数 



f’x(x，y)对 x 进行求导 f’x(x，y)对 y 进行求导 

 
f’y(x，y)对 y 再求导 

(3) (
∂z

∂y
)’x=

∂

∂x
(

∂z

∂y
)= 

∂2z

∂y ∂x
[或f’’xy(x,y)、Z’’yx]将

∂z

∂x
对 x 求导，y 为常数 

(4) (
∂z

∂y
)’y=

∂

∂y
(

∂z

∂x
)= 

∂2z

∂x ∂y
[或f’’xy(x,y)、Z’’xy]将

∂z

∂x
对 y 求导，x 为常数 

解法：先求一阶偏导数，再依题意确定对 x(或 y)继续求偏导数。注意求解时将相

对的 y(或 x)当作常数。 

34 设 Z=yln x，求二阶偏导数
∂2z

∂x2
，

∂2z

∂x ∂y
，

∂2z

∂y2
 

解：先求一阶偏导数：
∂z

∂x
 = 

y

x
，

∂z

∂y
 = ln x 

则f’’xx(x,y)= 
∂2z

∂x2
=

y‘·x−y·(x)′

x2
=

0·x−y·1

x2
=-

y

x2
 

  f’’xy(x,y)= 
∂2z

∂x ∂y
=（

y

x
）’y=

1

x
·y’=

1

x
· 1=

1

x
 

  f’’xy(x,y) = 
∂

2
z

∂y2 = (ln x)′y=0 

35.设 Z=xex sin y，求
∂

2
z

∂x ∂y
，

∂2z

∂x ∂y
 

解：
∂z

∂x
 = ex sin y + x· ex sin y(y 为常数)= ex (1 + x)sin y 

∂z

∂y
=xex cos y(xex为常数) 

故
∂2z

∂x ∂y
= ex (1 + x) cos y   [ex(1 + x)为常数] 

∂2z

∂y ∂x
=ex cos y+ xex cos y=ex cos y(1+x)    [cos y为常数] 

  

 

 

三、二元函数的极值 

1.无条件极值的计算步骤 

36.求函数 f(x,y,)=x2+xy+y2-3x-6y 的极值 

解：①求一阶偏导数： 
 f′(x,y)=2x+y-3   ,   f’’y′(x,y)=x+2y-6 

②求驻点：{
2x + y − 3 = 0
x + 2y − 6 = 0

  得{
x = 0
y = 3

  即点 M(0，3)为驻点 

③再求二阶偏导数在点 M(0，3)得值 

 

A=f’’xx(0,3)=================2，B=f’’xy(0,3)==================1 

 
    C=f’’yy(0,3)=================2 

∴B2-AC=1-4=-3<0,而 A=2>0 



则函数 f(x，y)在点 M(0,3)处有极小值 f(0，3)=-9(即将 x=0，y=3 带入题目式

中求得 f(0，3)值)  

 

第十章 概率论初步 

一、事件的概率(含定义，加法公式) 

1.古典型定义：P(A)=
事件 A 包含的基本事件数

试验的基本事件数
 

              =
n

m
(即

样本点数

样本空间
) 

37.从一副 52 张扑克牌中任意抽 5 张，其中没有 A 字牌得概率是      

解：P(A) = 
C48

5

C52
5  = 

48×47×46×45×44

5！

52×51×50×49×48

5！

=0.66 

2.性质：①对于任一事件 A,有 0≤P(A) ≤1 

  ②若事件 A∈B(A 包含于 B)，则 P(A) ≤P(B)，P(B-A)= P(A)−P(B) 

        ③加法公式：对于任意两个事件 A,B 有 P(A∪B)= P(A)+P(B) − P(AB) 

推论：①若 A、B 互不相容，则 P(A∪B)= P(A)+P(B)≠1 

      ②对任一事件 A，有 P(A)=1−P(A̅)  (A 的对立事件) 

38.甲乙两人同时向一敌机射击。已知甲、乙击中敌机的概率分别为 0.6 和 0.5，

甲乙同时击中敌机的概率为 0.3，求敌机被击中的概率。 

 解：设事件 A=“甲击中”，B=“乙击中”，C=“敌机被击中”(并集)显然，C= A∪B 

∴P(C) = P(A∪B)= P(A)+P(B) − P(AB) =0.6+0.5-0.3=0.8 

 

 

一、条件概率、乘法公式、独立性 

1.条件概率：事件 A 在事件 B 已发生的条件下概率，称 A 对 B 的概率。 

记为 P(A︱B) =
P(AB)

P(B)
   类似的 P(B︱A) =

P(AB)

P(A)
 

2.乘法公式：(由条件概率可得) 

P(AB) = P(B) · P(A︱B) = P(A) · P(B︱A) 

39.已知 P(A) =0.5，P(B) =0.6，P(B︱A) =0.4，求 P(A∪B) 

解：利用加法公式和乘法公式： 

P(A∪B) = P(A)+P(B) − P(AB) = P(A)+P(B) − P(A) · P(B︱A) 

=0.5+0.6-0.5×0.4=1.1-0.2 

 



40 袋中放有 3 个红球，2 个白球，第一次取出一球，不放回，第二次再取一球，

则两次都是红球的概率是多少？ 

解：设事件 A=第一次取到红球，B=第二次取到红球 

∵P(A) = 
3

5
，P(B︱A) =

2

4
(总数还剩 4 个) 

∴P(AB) = P(A) · P(B︱A) = 
3

5
×

2

4
=

3

10
 

3.独立性：对事件 A 与 事件 B，若 P(AB) = P(A) ·P(B) ，简称 A,B 独立。 

定理：①P(AB)≠ ∅(空集)，有可能独立 

      ②A̅(A 的对立事件)与 B，A 与B̅，A̅与B̅都相互独立。 

41.甲乙两个气象台同时作天气预报。已知它们预报准确率分别是 0.8 与 0。85，

求在一次预报中两台都预报准确的概率。 

解：设 A=甲预报准确，B=乙预报准确，P(A)=0.8，P(B) =0.85 

∵A、B 互相独立 ∴P(AB) = P(A) ·P(B) =0.8×0.85=0.68 

 

 三 一维随机变量及其数字特征 

1．高散型随机变量：如果随机变量 x 只取有限个或可列个(即可数的)数值，则

称 x 为离散性随机变量。 

2.随机变量 x 的概率分布(或分布列)：  

  性质：①非负性：P2 ≥0，i=1，2…… 

        ②规范性：∑ pi
∞

i=1 =1，即p1+p2+……=1 

42.设随机变量 x 的分布列为  

①求常数 a  ②求 P 

解：①0.1+0.1+α+0.3+0.2=1  ∴α=0.3 

②P{0.5 ≤ x < 4}={x = 1}+{x = 2}+{x = 3}=0.1+0.3+0.3=0.7 

3.随机变量得数字特征 

(1)数学期望：E(X) =∑ xipi
∞

i=1  

 (若|xi|· pi收敛，则称级数的“和”为 X 的“数学期望”。体现了随机变量 X 取

值的集中位置或平均水平。) 

(2)方差：D(X) = E[x − E (X)]2=∑ [xi−E (X)]
2∞

i=1 (离散型为非负数) 



   均方差：σ(X)=√D(X) =√E[x − E (X)]2 

43.设随机变量的分布列为              

求①E(X) ②D(X)及σ(X) 

解：①E(X) =0.1×(-2)+0.3×(-1)+0.2×0+0.1×1+0.3×2=0.2 

②D(X) = E[xi − E(X)]2=(−2 − 0.2)2×0.1+(−1 − 0.2)2×0.3+(0 − 0.2)2×

0.2+(1 − 0.2)2×0.3=1.96 

     σ(X) =√D(X)=√1.9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