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限是研究高等数学的基本工具，高等数学中

的许多概念都要用极限来描述，它是最为重要的基

本概念之一，掌握极限的运算方法对于学好高等数

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介绍几种计算极限的

特殊方法，并通过例子加以说明。

1 利用导数定义
定义1：设函数 在 的领域 内有定

义，在 自变数 的改变量为 ，相应函数值的改

变量 ，，若极限

存在，则称函数 在 处可导，此极限为函数

在 的导数，即

例1：计算

解 原式

例2：计算

解 原式

2 利用拉格朗日中值定理
定理1（拉格朗日中值定理）：若函数 在闭

区间 连续，在开区间（a,b）内可导，则存在一点

例3：计算

解 原式

例4：计算

解 原式

3 利用等价无穷小代换
定义2：设函数 和 （ ）都是无穷

小，且当 时， ，若 时。则称

与 是等价无穷小，表示为： （ ）。

例5：计算

解：由等价公式知，原式

例6：计算

解 原式

4 利用泰勒公式

0 0( ) ()y fx x f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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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3：设函数 在 处存在n阶导数，则有：

称为函数 在 的泰勒级数，表示为：

例7：计算

解 原式

例8：计算

解 原式

5 利用施笃兹（Stloz）定理
定理2（Stloz定理）：设 且 从某一项

开始严格单调增加，如果 （有限或

为+ ），则极限

例9、计算

解 原式

例10、计算

解 原式

6 利用定积分定义
定义4：设函数 在区间 上连续，在

上插入若干个点 ，将区

间 分成n个小区间

各小区间的长度依次记为 ，

在每一个小区间上任取一点 ，作乘

积 ，并作和式 。

记 如果不论对区间[a,b]怎样分法，也

不论在小区间 上点 怎样取法，只要

时，和式 总趋于确定的值I,则称 在

[a,b]上可积，称此极限值I为函数 在[a,b]上的定

积分，记作 ，即

例11、计算

解 原式

∴原式＝1n2

例12、计算

解 取对数后原式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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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利用级数收敛必要条件

定理3：若级数 收敛，则 。

例13、计算

解：令 ，则 ，

由正项级数收敛的达朗贝尔判别法，级数 收

敛，再由级数收敛的必要条件知

例14、计算

高等数学中求极限的计算方法有很多,但每种

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具体的解题过程中要具

体问题具体对待，只有灵活运用各种方法，才能更

好的应用到解题中去。本文主要总结了几种求极

限的方法 , 具体的方法有很多种，其实求极限的过

程就是综合灵活运用各种方法的过程 ,只有真正的

掌握各种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运用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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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alculation Method of Limit

XU Jian-zhong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Bozhou Teachers College, Bozhou, Anhui 236800)

Abstract: Limit theory is an important basis in higher mathematics, limit is always running through the work of

the higher mathematics, and its methods are diverse. This paper emphatically introduces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several kinds of limit by using the definition of derivative, the Lagrange mean value theorem, equivalent infinitesimal

substitution, Taylor formula, Stloz theorem, the definition of definite integral,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the series

convergence, and is illustrated by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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