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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定积分时常用的方法就是牛顿——莱

布尼兹（Newton-Leibniz）公式。当然换元积分法和

分部积分法也是定积分计算的两种十分重要的方

法。换元积分法在使用时非常灵活，亦无典型特

点。一般是根据所给被积函数在积分时的困难所

在，选择适当的变量替换，转化成便于求积的形

式。本文归纳了几类利用换元积分法求解的定积

分。主要是利用定积分上、下限的特殊性，巧妙换

元，使其换元后积分上、下限保持不变，再利用两式

相加处理求积分。

一、形如 ，其中 的定积分。

方法：令 ，整理得 ，

则 ， 。

例1

分析：例1积分上、下限互为倒数，利用换元所

得积分上、下限与原题相同，可利用积分性质，将两

个积分相加处理求解。

解：令 ，即

则

所以

即 。

小结：此类问题在换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积分

变量的换元，以免出错。

二、形如 ，其中ƒ（x）在关于原点

对称的区间[-a，a]是可积的定积分。对于此类积

分，当ƒ（x）在[-a，a]上为奇函数或是偶函数时，均有

相应的简便运算。本文考虑当ƒ（x）在[-a，a]上既不

是奇函数也不是偶函数时的情形。方法：令x=-t，整

理得 ，则 ，

特别地，当ƒ（x）在[-a，a]上为奇函数时，

；

当ƒ（x）在[-a，a]上为偶函数时，

例2

分析：例2、例3积分上、下限互为相反数，利用

换元所得积分上、下限与原题的相同，可利用积分

性质，将两个积分相加处理求解。

解：令x=-t，即dx=-dt

则

例3

解：令x=-t，即dx=-dt

则

小结：此类问题的积分变量换元时有负号出

现，计算时应注意。

三、形如 的定积分。方法：令t=b-x，

整理得 ，则 ，

。

例4

分析：例4、例5积分上、下限，利用巧妙的换元

方法所得积分上、下限与原题的相同，可利用积分

性质，将两个积分相加处理求解。

几类利用灵活换元法求解的定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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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定积分上、下限的特殊性，通过适当换元，将对被积函数为f（x）的定积分转化为对被积函数为f（x）+f1（x）

的定积分，从而使得一些定积分的计算过程得以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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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令t=π-x，即dx=-dt

则

其中

所以

例5

解：令 ，即dx=-dt

则

小结：上述两题中积分不易求，通过适当换元

后积分易求。总之，当ƒ（x）+ƒ（b-x）的积分易求时，

即可应用上述变换公式求积分。

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使用灵活多样，适当的换

元都有自己的特点。本文所归纳的几类积分换元，

除了上、下限具有特殊性外，被积函数本身是相对

比较复杂的有理式或三角函数式。所以读者只有

在解题中不断积累经验，针对具体问题，对症下药，

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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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the specialities of integral limits and some types of definite integrals for integrated function，
the ƒ（x）can be transformed to be ƒ（x）+ ƒ1（x）through suitable substitutions which make some of the definite
integral’s calculation process 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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