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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 n m na a a  

（2）
m

m n
n

a a
a



（3） ( )n m n ma a 

（4） ( )n n na b a b  

（5）
n n

n

a a
b b

   
 

（6） 0 1a 

（7）
1m
ma
a

 

（8）  
n nm n mma a a 

指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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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 ya x ，则 logay x

（2） log 1a a  ， log 1 0a  ， ln 1e  ， ln1 0

（3） log ( ) log loga a ax y x y  

（4） log log loga a a
x x y
y
 

（5） log logb
a ax b x

（6） loga xa x ， ln xe x

（7） loglog
log

b
a

b

xx
a



对 数（ 0a  ， 1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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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sin cos 1x x 

（2） 2 21 tan secx x 

（3） 2 21 cot cscx x 

（4）
coscot
sin

xx
x

 ；
1sec

cos
x

x
 ；

1csc
sin

x
x



（5） sin 2 2sin cosx x x

（6） 2 2 2 2cos2 cos sin 1 2sin 2cos 1x x x x x     

（7） 2 1 cossin
2 2
x x


（8） 2 1 coscos
2 2
x x


常用三角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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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costan

2 sin
x x

x




（10） sin sin 2cos sin
2 2

x y x yx y  
 

（11） cos cos 2sin sin
2 2

x y x yx y  
  

（12）  1sin cos sin( ) sin( )
2

x y x y x y   

（13）  1cos cos cos( ) cos( )
2

x y x y x y   

（14）  1sin sin cos( ) cos( )
2

x y x y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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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弧

度

正弦

（ sin ）

余弦

（ cos）
正切

（ tan）
余切

（ cot）
0 0 0 1 0 不存在

30
6
 1

2
3
2

3
3

3

45
4
 2

2
2
2

1 1

60
3
 3

2
1
2 3

3
3

90
2


1 0 不存在 0

180  0 1 0 不存在

常用三角函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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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2( ) 2a b a ab b   

（2） 2 2 2( ) 2a b a ab b   

（3） 3 3 2 2 3( ) 3 3a b a a b ab b    

（4） 3 3 2 2 3( ) 3 3a b a a b ab b    

（5） 2 2 ( )( )a b a b a b   

（6） 3 3 2 2( )( )a b a b a ab b    

（7） 3 3 2 2( )( )a b a b a ab b    

（8） 1 2 3 2 2 1( )( )n n n n n n na b a b a a b a b ab b           

常用二项式展开及因式分解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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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a 

（2） a a a  

（3） a b a b  

（4）
aa

b b


（5） a b b a b    

（6） a b a b    或 a b

（7） 2a a

绝 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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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0


；（如： 2

1
1

y
x




）

（2） , 0  ；（如： 2

11,
1

y x y
x

  


）

（3）log ,lg , ln , 0a     ；（如： 2
1log (2 1),
ln

y x y
x

   ）

（4） arcsin ,arccos ; 1 1     ；（如： arcsin 3 ,y x

 arccos 2y x  ）

（5）  tan , 0, 1, 2
2

k k       ；

（6）  cot , 0, 1, 2k k     

函数自变量取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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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im lim lim
x x x

f x A f x f x A
  

   

（2）      
0 0 0

lim lim lim
x x x x x x

f x A f x f x A
   

   

极限存在的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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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段函数分段点处的极限

如：   2 1, 0
3 , 0
x x

f x
x x
 

  
，求  

0
lim
x

f x


（2）因为 1a  时， lim , lim 0x x

x x
a a

 
   ；0 1a  时，

lim 0,x

x
a


 lim x

x
a


  两个方向的结果不一样，所以  

0

lim
x x

x


  时，求  

0

lim x

x x
a


需要分方向求极限，再根据极限存在的充

要条件判定

（3）因为 lim arctan , lim arctan
2 2x x

x x 
 

   两个方向的

结果不一样，所以    
0 0

lim lim arctan
x x x x

x x 
 

 时，求 需要分方

向求极限，再根据极限存在的充要条件判定.

常见考虑分方向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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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0x 时，

2

sin 1

tan 1 ln

arcsin ln(1 )

1arctan 1 1
2

1 11 cos 1 1
2

x

x

m

x x e x

x x a x a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m







 

  

 

 

 

 

 

常用等价无穷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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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间断点：除第一类之外的间断点

间断点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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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C  （ ） （2） 1( )n nx nx  

（3） lnx xa a a （ ） （4） ( )x xe e 

（5） 1log
lna x x a

 （ ） （6） 1ln x
x

 （ ）

（7） (sin ) cosx x  （8） (cos ) sinx x  

（9） 2(tan ) secx x  （10） 2(cot ) cscx x  

（11） (sec ) sec tanx x x  （12） (csc ) csc cotx x x  

（13）
2

1(arcsin )
1

x
x

 


（14）
2

1(arccos )
1

x
x

  


（15） 2

1(arctan )
1

x
x

 


（16） 2

1(arccot )
1

x
x

  


导数基本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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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f x g x f x g x      

（2）          ( )f x g x f x g x f x g x      

（3）  
 

     
 

  2

( )
0

f x f x g x f x g x
g x

g x g x

   
  

    

导数的四则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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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求函数  f x 的单增区间：令   0
x D
f x


  

（2）求函数  f x 的单减区间：令   0
x D
f x


  

单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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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

（1）求出函数 )(xf 在所讨论区间内的所有驻点与不可导点；

（2）用驻点与不可导点将定义域分为几个区间，判定各

区间内一阶导数的正负，若驻点与不可导点左右两侧一阶导

数异号，则它们是极值点，结合单调性判定是极大值点还是

极小值点；

（3）求出 )(xf 的极值.

第二种：

（1）求出 )()( xfxf  与 ，并求出 )(xf 在所考虑区间内的所

有驻点；

（2）考察 )(xf  在各驻点处的符号，判定它们是否为极值

点，是何种极值点；

（3）求出 )(xf 的极值.

求 极 值 步 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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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函数 ),( yxfz  在点 ),( 00 yx 的某邻域内具有二阶连续

偏导数，且 .0),(,0),( 0000  yxfyxf yx

令 ),(),,(),,( 000000 yxfCyxfByxfA yyxyxx  ,

则：

（1）当 02  BAC 时， ),( 00 yx 是极值点，且当 0A 时

),( 00 yxf 是极大值，当 0A 时 ),( 00 yxf 是极小值；

（2）当 02  BAC 时， ),( 00 yx 不是极值点，从而

),( 00 yxf 不是极值；

（3）当 02  BAC 时， ),( 00 yxf 是否为极值需另作判

定。

极值存在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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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dx ax c 

（2） 11 ( 1)
1

u ux dx x c u
u

   


（3） 1 lndx x c
x

 

（4） 1
ln

x xa dx a c
a

 

（5） x xe dx e c 
（6） sin cosxdx x c  
（7） cos sinxdx x c 
（8） tan ln cosxdx x c  
（9） cot ln sinxdx x c 
（10） sec ln sec tanxdx x x c  
（11） csc ln csc cotxdx x x c  

基本积分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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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sec tanxdx x c 
（13） 2csc cotxdx x c  
（14） sec tan secx xdx x c  
（15） csc cot cscx xdx x c   

（16）
2

1 arcsin
1

dx x c
x

 




（17） 2

1 arctan
1

dx x c
x

 


（18） 2 2

1 1 arctan xdx c
a x a a

 


（19）
2 2

1 arcsin xdx c
aa x

 




（20） 2 2

1 1 ln
2

x adx c
x a a x a


 

 

（21） 2 2

2 2

1 lndx x x a c
x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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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 ) ( )f x dx F x c  ，则

（1） 1 11 1( ) ( ) ( )x f x dx x f x dx f x dx     
 

    

1 ( )F x c


 

（2） 1 (ln ) (ln ) ln (ln )f x dx f x d x F x c
x

   

（3） sin (cos )xf x dx

( sin ) (cos )

(cos ) cos

(cos )

x f x dx

f x d x

F x c

  

 

  




（4） cos (sin ) (sin ) sin (sin )xf x dx f x d x F x c   

常见的凑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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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1 (arctan ) (arctan ) arctan
1

f x dx f x d x
x


 

(arctan )F x c 

（6）    
2

1 arcsin arcsin arcsin
1

f x dx f x d x
x




 

 arcsinF x c 

（7） ( ) ( ) ( )x x x x xe f e dx f e de F 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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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一：

出现 2 2a x ，令 sinx a t （依据为： 2 21 sin cosx x  ）

类型二：

出现 2 2a x ，令 tanx a t （依据为： 2 21 tan secx x  ）

类型三：

出现 2 2x a ，令 secx a t （依据为： 2 2sec 1 tanx x  ）

三 角 换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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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定积分的分部积分公式：

udv uv vdu   uv vu dx   .

主要解决被积函数由两种不同类型函数乘积构成，且不

能凑微分的积分问题.

选择 u 的优先次序：反、对、幂、三、指

（2）定积分的分部积分公式：

.][  
b

a

b

a

b
a vduuvudv

定积分的分部积分法与不定积分的分部积分完全类似

分部积分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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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上限函数求导

 
 

    
x

a

d f t dt f x x
dx


 

（2）变下限函数求导

 
 

    
a

x

d f t dt f x x
dx 

  

变限函数求导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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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 f x y 的全微分记为 dz，

z zdz dx dy
x y
 

 
 

（2）  , ,u f x y z 的全微分记为 du，

u u udu dx dy dz
x y z
  

  
  

全微分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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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函数1个自变量）设函数 ( , )F x y 在点 0 0 0( , )P x y

的某邻域内具有连续的偏导数，且 0 0( , ) 0F x y  ， 0 0( , ) 0yF x y  ，

则方程 ( , ) 0F x y  在点 0 0 0( , )P x y 的某一邻域内唯一确定了一

个单值连续且具有连续导数的函数 ( )y y x ，它满足

0 0( )y y x ，且

x

y

dy F
dx F


 

 .

（2）（1个函数 2个自变量） 设函数 ( , , )F x y z 在点

0 0 0 0( , , )M x y z 的某邻域内具有连续的偏导数，且 0( ) 0F M  ，

0( ) 0zF M  ，则方程 ( , , ) 0F x y z  在点 0M 的某一邻域内唯一

确定了一个单值连续且具有连续偏导数的函数 ( , )z z x y ，

它满足 0 0 0( , )z z x y ，并且有

, yx

z z

FFz z
x F y F

 
   

  

隐函数微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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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等比级数
1

n

n
aq




 ，公比 q

当 1q  时，
1

n

n
aq




 收敛；当 1q  时，

1

n

n
aq




 发散

（2） P  级数
1

1
p

n n






当 1p  时，
1

1
p

n n




 收敛；当 1p  时，

1

1
p

n n




 发散

常见级数的敛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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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正项级数


1n
nu ，且 

 n

n
n u

u 1lim （0 ≤ ρ ≤ ∞），

则所给级数：

（1）当ρ< 1时收敛；

（2）当ρ> 1时发散；

（3）当ρ=1时，用其它方法加以判定。

一般，若正项级数的通项中出现了指数，阶乘，幂指的

形式，则应该选择比值判别法来判定敛散性。

正项级数的比值判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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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1

1 0n
n n

n
u u





  同时满足：

（1） lim 0nn
u


 ；

（2） 1n nu u 
；

则    
1

1 0n
n n

n

u u




  收敛，否则    
1

1 0n
n n

n

u u




  发散

莱布尼茨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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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

n
x

n

xe x R
n





 

（2）
0

1 , 1 1
1

n

n
x x

x





   
 

（3）  
0

1 1 , 1 1
1

n n

n

x x
x





    
 

（4）     1

1

ln 1 1 , 1 1
n

n

n

xx x
n






     

常用幂级数展开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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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准形式： )()(' xQyxPy 

当 0)( xQ 时，称该方程为非齐次线性方程，

当   0Q x  时，称得到的方程 0)('  yxPy 为齐次线性方程

（2）一阶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通解公式：

     p x dx p x dx
y e Q x e dx c

      

（3）一阶齐次线性微分方程通解公式：

 p x dx
y ce



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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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行列式 D

（1） n 元齐次线性方程组

0D  仅有零解； 0D  有非零解

（2） n 元非齐次线性方程组

0D  唯一解； 0D  则无解或无穷多解

克莱姆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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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所有运算有意义：

（1） ( )T TA A ；

（2） TTT BABA  )( ；

（3） TT AA  )( （  是数）；

（4） TTT ABAB )(

矩阵的转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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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A，B是 n阶方阵， 是数，则

（1） AAT  ;

（2） AA n  ；

（3） BAAB 

方阵行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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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 A可逆，则 1A 可逆，且 1 1( )A A   ；

（2）若 A可逆，数 0  ，则 A 可逆，且
1 11( )A A


  ；

（3）若 A可逆，则
11 1A A

A
   ；

1nA A  

（4）若 A可逆，则 1 1( ) ( )T TA A  ；

（5）若同阶方阵 ,A B可逆，则 AB可逆，且
1 1 1( )AB B A  

逆矩阵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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