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块二: 一元函数微分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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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为 )()( xFxF −= ，即 )(xF 是偶函数，故只需考虑 0x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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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0)(  xf  

又因为 )(xf  在 )1,0[ 是连续的，故 )(xf  在 )1,0[ 是单调增加的， 

02)0()( = fxf  

同理 )(xf 在 )1,0[ 也是单调增加的， 0)0()( = fxf  

故 )(xF 在 )1,0[ 是单调增加的， 0)0()( = FxF  

又因为 )(xF 是偶函数，则 0)( xF ， 0),1,1( − xx  

又因为 0)0( =F ，故 0)( xF ，即原不等式成立，证毕。      

(22) 已知常数 12ln −k ，证明 0)1ln2ln)(1( 2 −+−− xkxxx  

(2018 数二) 

证明 设 1ln2ln)( 2 −+−= xkxxxf . 只需证明：当 10  x 时， 0)( xf ；当 1x 时，

0)( x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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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kxxxg 2ln2)( +−= ，则
x

xg
2

1)( −=  

令 0)( = xg ，得 )(xg 的唯一驻点 2=x . 

又 0
2

)(
2
=

x
xg ，故 2=x 为 )(xg 的唯一极小值点，于是 )2(g 为 )(xg 的最小值. 

因为 12ln −k ，所以 022ln22)2( +−= kg ，从而 0)( xg （ 2x ） 

综上可知 0)(  xf （ 2x ），所以 )(xf 单调递增 

又 0)1( =f ，故当 10  x 时， 0)( xf ；当 1x 时， 0)( xf . 

 

一． 选择题 

(1) 设函数 )(xf 具有 2 阶导数， xfxfxg )1()1)(0()( +−= ，则在区间[0，1]上 D  . 

(A) 当 0)(  xf 时， )()( xgxf       (B) 当 0)(  xf 时， )()( xgxf    

(C) 当 0)(  xf 时， )()( xgxf       (D) 当 0)(  xf 时， )()( xgxf    

(2014 数一) 

解析：当 0)(  xf 时， )(xf 为凹函数，而 )0()]0()1([)( fxffxg +−= 可看成连续

))0(,0( f 与 ))1(,1( f 两点的直线段，即如图所示，则 )()( xgxf  . 故选 D. 

 

 

(2) 设函数 )(xf 可导，且 0)()(  xfxf ，则 

(A) )1()1( − ff  (B) )1()1( − ff  (C) |)1(||)1(| − ff  (D) |)1(||)1(| − ff  

(2017 数一) 

解析：由 0)()(  xfxf ，可得 0)()(  xfxf２ ，即 0)(2 ］［ xf 。因此， )(2 xf 严格



单增，故有 |)(| xf 严格单增，所有 |)1(||)1(| − ff ，故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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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选项(A)和(B)中若 0)0( f ，则 )(xf 在 0=x 处不连续，也不可导， 

选项(D)中，当 0)0( f 时， ==
→→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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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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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已知函数 )1ln()( 2 xxxf −= ，当 3n 时， =)0()(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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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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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1)1(])1[ln( −−−− xx ＝ ， 2)1(1])1[ln( −−−− xx ＝ ， 3)3( )1(2)]1[ln( −−−− x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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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函数 )(xf 在区间[-2,2]上可导，且 0)()(  xfxf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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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因为 0)()(  xfxf ， ]2,2[−x ，所以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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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令 xxfxg −= )(ln)( ，则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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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增加，得 1
)1(

)0(
ln)0(ln)0(1)1(ln)1( 

−
=+−=−

f

f
fgfg ，所以 e

f

f


− )1(

)0(
, B

成立; 由
ef

f

f

f
gg

1

)1(

)2(
1

)1(

)2(
ln)1()2( 

−

−
−

−

−
−− ，因此Ａ不成立，同理 C 和 D

也不成立，故选 B. 

(6) 曲线
432 )4()3()2)(1( −−−−= xxxxy 的拐点是__________. 

(A) )0,1(                        (B) )0,2(  

(C) )0,3(                        (D) )0,4(  

(2011 数一) 

解析：令 ,)2)(1( 2−−= xxu ,)4()3( 43 −−= xxv 则 vuvuyuvy +== , , 

,2 vuvuvuy ++= vuvuvuvuy +++= 33 ,由于已知函

数 )(xy 具 有 任 意 阶 导 数 , 因 此 在 拐 点 处 必 有 ,0)( = xy 而

,0)2(,0)1(  yy ,0)4(,0)3( == yy 于是就可以排除(A)、(B)，即点

)0,3( 与 )0,4( 是拐点的可疑点.而 ,036)3( =y 即 )(xy  在 3=x 的小邻域

内单调增加，由 ,0)3( =y 知 )(xy  在 3=x 的左、右两侧符号由负变正，即曲

线 )(xy 在点 )0,3( 两侧的凹凸性相反，由定义知点 )0,3( 为拐点;而 )(xy  在

4=x 两侧符号相同,则 )0,4( 不是拐点.故应选(C) 

(7)设函数 )(xf 在 0=x 处可导 ,且 0)0( =f ,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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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2 f −                         (B) )0(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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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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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fff −=−= .因此，应选 B. 

(8) 函数 )3)(2)(1(ln)( −−−= xxxxf 的驻点个数为_________. 

(A) 0                              (B) 1 

(C) 2                               (D)3 

(2011 数二) 

解析： )3)(2)(1(ln)( −−−= xxxxf 3ln2ln1ln −+−+−= xxx , 

于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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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0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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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

xx
xf 得 011123 2 =+− xx , 

其判别式 0121134122 =−= ,所以方程 011123 2 =+− xx 有两个不同实根， 

即函数 )(xf 有 2 个驻点.因此，应选 C. 

(9)设函数 ,
0,ln

0,
)(








=

xxx

xxx
xf 则 0=x 是 )(xf 的_________. 

(A)可导点,极值点.           (B) 不可导点,极值点.       

 (C) 可导点,非极值点.        (D) 不可导点,非极值点. 

(2019 数一) 

解析： )(xf 在 0=x 处的右导数 x
x

f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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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 



则 0=x 是 )(xf 的不可导点. ,0)0( =f 在 0=x 点的左邻域内 ,0)( xf 右邻域内

,0)( xf 则 0=x 是 )(xf 的极大值点.故应选 B. 

(10)曲线{
𝑥 = 𝑡2 + 7,    

𝑦 = 𝑡2 + 4𝑡 + 1
上对应于𝑡 = 1的点处的曲率半径是         .  

(A) 
5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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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1010       (D) 105  

(2014 数二) 

解析：由曲率公式𝑘 =
|𝑦′′|

(1+𝑦′2
)

3
2

，求得
𝑑𝑦

𝑑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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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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𝑑2𝑦

𝑑𝑥2 |
𝑡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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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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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𝑡 = 1

= −1 

带入曲率公式得𝑘 =
1

10√10
，从而曲率半径R =

1

𝑘
= 10√10.应选 C. 

(11)已知函数 f(x)={
𝑥,                                   𝑥 ≤ 0

1

𝑛
,

1

𝑛+1
< 𝑥 ≤

1

𝑛
, 𝑛 = 1,2, … .

,，则________ 

(A)x=0 是 f(x)的第一类间断点   (B)x=0 是 f(x)的第二类间断点 

(C)f(x)在 x=0 处连续但不可导   (D)f(x)在 x=0 处可导 

(2016 数一) 

解析：D 

因为 lim
𝑥→0−

𝑓(𝑥) = lim
𝑥→0−

𝑥=0, lim
𝑥→0+

𝑓(𝑥) = lim
𝑥→∞

1

𝑛
= 0,可得 f(0-0)=f(0+0)=f(0)，所

以 f(x)在 x=0 处连续，又 𝑓(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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𝑥→0−

𝑓(𝑥)−𝑓(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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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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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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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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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𝑥 <

1

𝑛
，可得 1<

1

𝑛𝑥
<

𝑛+1

𝑛
，且当x → 0+时

n→ ∞，所以 lim
𝑥→0+

1 = 1, lim
𝑥→0+

𝑛+1

𝑛
= lim

𝑛→∞

𝑛+1

𝑛
= 1，由夹逼准则 lim

𝑥→0+

1

𝑛𝑥
=1，即

𝑓(0)̇
− = 𝑓(0)̇

+=1，故 f(x)在 x=0 处可导 

 

(12)设函数𝑓(𝑥)在(−∞, +∞)内连续，其导函数的图形如图所示，则 _______. 

（A）函数𝑓(𝑥)有 2 个极值点，曲线𝑦 = 𝑓(𝑥)有 2 个拐点 

（B）函数𝑓(𝑥)有 2 个极值点，曲线𝑦 = 𝑓(𝑥)有 3 个拐点 

（C）函数𝑓(𝑥)有 3 个极值点，曲线𝑦 = 𝑓(𝑥)有 1 个拐点 



（D）函数𝑓(𝑥)有 3 个极值点，曲线𝑦 = 𝑓(𝑥)有 2 个拐点 

(2016 数二) 

答案：B 

解析：由导数𝑓′(𝑥)的图形（见右图）可知𝑓(𝑥)的驻点为𝑥 = 𝑎, 𝑥 = 𝑐, 𝑥 = 𝑑.

不可导点为𝑥 = 𝑏.在𝑥 = 𝑎, 𝑥 = 𝑐点的左右两侧，导数𝑓′(𝑥)的符号相反，则𝑥 =

𝑎, 𝑥 = 𝑐为𝑦 = 𝑓(𝑥)的极值点.而在𝑥 = 𝑏, 𝑥 = 𝑑点的两侧，导数𝑓′(𝑥)的符号相

同，则𝑥 = 𝑏, 𝑥 = 𝑑不是极值点，因此𝑓(𝑥)有 2 个极值点. 

在𝑥 = 𝑏点左侧，𝑓′(𝑥)递减，则𝑓′′(𝑥) < 0，而在𝑥 = 𝑏的右侧，𝑓′(𝑥)递增，

从而𝑓′′(𝑥) > 0，故(𝑏, 𝑓(𝑏))为曲线的拐点.类似地，在𝑥 = 𝑒, 𝑥 = 𝑑点的左、

右两侧，𝑓′(𝑥)的单调性发生改变，则𝑓′′(𝑥)的符号发生改变，因此，(𝑒, 𝑓(𝑒))，

(𝑑, 𝑓(𝑑))为曲线的拐点，所以曲线 

𝑦 = 𝑓(𝑥)有 3 个拐点，故应该选 B. 

(13)设函数𝑓𝑖(𝑥)(𝑖 = 1,2)具有二阶连续导数，且𝑓𝑖
′′(𝑥0) < 0(𝑖 = 1,2)，若两条曲线

𝑦 = 𝑓𝑖(𝑥)(𝑖 = 1,2)在点(𝑥0, 𝑦0)处具有公切线𝑦 = 𝑔(𝑥)，且在该点处曲线𝑦 =

𝑓1(𝑥)的曲率大于曲线𝑦 = 𝑓2(𝑥)的曲率，则在𝑥0的某个邻域内，有 _______. 

（A）𝑓1(𝑥) ≤ 𝑓2(𝑥) ≤ 𝑔(𝑥)               （B）𝑓2(𝑥) ≤ 𝑓1(𝑥) ≤ 𝑔(𝑥) 

（C）𝑓1(𝑥) ≤ 𝑔(𝑥) ≤ 𝑓2(𝑥)               （D）𝑓2(𝑥) ≤ 𝑔(𝑥) ≤ 𝑓1(𝑥) 

(2016 数二) 

答案：A 

解析：由题设条件知：𝑓1(𝑥0) = 𝑓2(𝑥0)，𝑓1
′(𝑥0) = 𝑓2

′(𝑥0)； 

曲线𝑦 = 𝑓1(𝑥)与𝑦 = 𝑓2(𝑥)在点(𝑥0, 𝑦0)处的曲率分别为 

𝑘1 =
|𝑓1

′′(𝑥0)|

[1+(𝑓1
′(𝑥0))2]

3
2

，𝑘2 =
|𝑓2

′′(𝑥0)|

[1+(𝑓2
′(𝑥0))2]

3
2

， 

因为𝑓1
′(𝑥0) = 𝑓2

′(𝑥0)，𝑘1 > 𝑘2，所以|𝑓1
′′(𝑥0)| > |𝑓2

′′(𝑥0)|，又𝑓1
′′(𝑥0) < 0，

𝑓2
′′(𝑥0) < 0， 

从而知𝑓1
′′(𝑥0) < 𝑓2

′′(𝑥0) < 0 .显然在𝑥0的某邻域内曲线𝑦 = 𝑓1(𝑥)与𝑦 =

𝑓2(𝑥)均为凸的， 

故𝑓1(𝑥) ≤ 𝑔(𝑥)，𝑓2(𝑥) ≤ 𝑔(𝑥)；因此排除 C、D. 

令𝐹(𝑥) = 𝑓1(𝑥) − 𝑓2(𝑥)，则𝐹(𝑥0) = 0，𝐹′(𝑥0) = 0，𝐹′′(𝑥0) < 0，根据极值



第二充分判别法知𝑥 = 𝑥0为𝐹(𝑥)的一个极大值点，于是得𝐹(𝑥) ≤ 𝐹(𝑥0) = 0，

即𝑓1(𝑥) ≤ 𝑓2(𝑥). 

综上所述，𝑓1(𝑥) ≤ 𝑓2(𝑥) ≤ 𝑔(𝑥)，故应该选 A. 

 

(14)设函数 ( )y f x= 由方程 cos( ) ln 1xy y x+ − = 确定，则
2

lim ( ) 1
n

n f
n→

 
− = 

 
（    ）. 

（A） 2           （B）1           （C） 1−          （D） 2−  

(2013 数二) 

解  将 0x = 代入方程得   cos0 ln (0) 0 1f+ − = ， 

即 ln (0) 0f = ， (0) 1f = . 

方程 cos( ) ln 1xy y x+ − = 两端同时对 x求导得 

( )
[ ( ) ( )] sin[ ( )] 1 0

( )

f x
f x xf x xf x

f x


− + + − = . 

将 0x = 代入上式得 (0) 1f  = ，于是 

0

2
( ) (0)

2 ( ) (0)
lim ( ) 1 lim 2 lim2 2 (0) 2

2 0
0

n n x

f f
f x fnn f f

n x

n

→ → →

−
− 

− = = = =  −  −

. 故应选 A. 

(15)已知极限
0

arctan
lim

kx

x x
c

x→

−
= ，其中 ,c k 为常数，且 0c  ，则（    ）. 

（A）
1

2,
2

k c= = −           （B）
1

2,
2

k c= =  

（C）
1

3,
3

k c= = −            （D）
1

3,
3

k c= =  

(2013 数一) 

解  用洛必达法则 

2 22

1 1 2 10 0 0 0

1
1

arctan 1 1 11lim lim lim lim 0
(1 )k k k kx x x x

x x x xx c
x kx kx x k x− − −→ → → →

−
− + −+= = = = 

+
， 

因此
1

1 2,k c
k

− = = ，即
1

3,
3

k c= = . 故应选 D. 

(16)下列题目中，在 0x = 处不可导的是（    ）. 

（A） ( ) sin .f x x x=           （B） ( ) sin .f x x x=  



（C） ( ) cos .f x x=            （D） ( ) cos .f x x=  

(2018 数一) 

解  对于 D 选项 ( ) cosf x x= ， 

由
0 0 0

1
cos 1( ) (0) 12(0) lim lim lim

2x x x

xxf x f
f

x x x+ + ++
→ → →

−−−
 = = = = − ， 

0 0 0

1
cos 1( ) (0) 12(0) lim lim lim

2x x x

xxf x f
f

x x x− − +−
→ → →

−−
 = = = = ， 

可得 (0) (0)f f+ −
  ，因此 ( )f x 在 0x = 处不可导. 故应选 D. 

(17) 设函数 )()2)(1()( 2 neeexf nxxx −−−=  ，其中 n为正整数，则 = )0(f     

（A） )!1()1( 1 −− − nn       （B） )!1()1( −− nn     （C） !)1( 1nn−−      （D） !)1( nn−  

(2012 数一、二) 

解  A 

)()3)(2)(1(

)()3)(2)(1()()2()(

32

322

nxxxx

nxxxxnxxx

neeee

neeeeneeexf





−−−+

+−−−+−−=
 

当 0=x 时， 01=−xe 故 

)!1()1()1()21(1)0( 1 −−=−−= − nnf n  

故应选 A 

 

(18) 如果函数 ),( yxf 在点 )0,0( 处连续，那么下列命题正确的是       

（A）若极限
yx

yxf

y
x +
→
→

),(
lim

0
0

 存在，则 ),( yxf 在点 )0,0( 处可微    

（B）若极限
22

0
0

),(
lim yx

yxf

y
x +
→
→

 存在，则 ),( yxf 在点 )0,0( 处可微  

（C）若 ),( yxf 在点 )0,0( 处可微，则极限
yx

yxf

y
x +
→
→

),(
lim

0
0

 存在    

（D）若 ),( yxf 在点 )0,0( 处可微，则极限
22

0
0

),(
lim yx

yxf

y
x +
→
→

 存在 

(2012 数一) 

解  B 



A 用枚举法：设 yxyxf +=),(  则
yx

yxf

y
x +
→
→

),(
lim

0
0

存在 

但是 )0,0(xf ， )0,0(yf 都不存在即 ),( yxf 在点 )0,0( 处不可微 ，A 错误 

B 项：由
A

yx

yxf

y
x

=
+

→
→

22

0
0

),(
lim

 （存在），则
0),(lim

0
0

=

→
→

yxf

y
x

 

又 ),( yxf 在点 )0,0( 处连续，故 0)0,0( =f  

且
0

0

→

→

y

x 时， ),( yxf 是 22 yx + 的高阶无穷小 

所以
0

),()0,0(),(

22

0
0

22

0
0

limlim =
+

=
+

−

→
→

→
→ yx

yxf

yx

fyxf

y
x

y
x

   B 正确 

C、D 项用枚举法： xyxf =),( 满足条件，但
yx

yxf

y
x +
→
→

),(
lim

0
0

与
22

0
0

),(
lim yx

yxf

y
x +
→
→

均不存在。 

故 C、D 错误，应选 B 

(19) 下列函数中，在 0x = 处不可导的是 

（A） ( ) sin .f x x x=           （B） ( ) sin .f x x x=  

（C） ( ) cos .f x x=            （D） ( ) cos .f x x=  

(2018 数二) 

解  对于 D 选项 ( ) cosf x x= ， 

由  
0 0 0

1
cos 1( ) (0) 12(0) lim lim lim

2x x x

xxf x f
f

x x x+ + ++
→ → →

−−−
 = = = = − ， 

0 0 0

1
cos 1( ) (0) 12(0) lim lim lim

2x x x

xxf x f
f

x x x− − +−
→ → →

−−
 = = = = ， 

可得 (0) (0)f f+ −
  ，因此 ( )f x 在 0x = 处不可导. 故应选 D. 

 

(20) 已知函数𝑓(𝑥)在(−∞, +∞)上连续，且𝑓(𝑥) = (𝑥 + 1)2 + 2 ∫ 𝑓(𝑡)𝑑𝑡
𝑥

0
，则当𝑛 ≥

2时，𝑓(𝑛)(0)= _______. 

(2016 数二) 

答案：5 ⋅ 2𝑛−1 



解析：由条件：𝑓(𝑥) = (𝑥 + 1)2 + 2 ∫ 𝑓(𝑡)𝑑𝑡
𝑥

0
，得 

𝑓′(𝑥) = 2(𝑥 + 1) + 2𝑓(𝑥)；          𝑓′′(𝑥) = 2 + 2𝑓′(𝑥)； 

𝑓′′′(𝑥) = 2𝑓′′(𝑥)；                  𝑓(4)(𝑥) = 2𝑓′′′(𝑥) = 22𝑓′′(𝑥)； 

𝑓(5)(𝑥) = 23𝑓′′(𝑥)；      ⋯         𝑓(𝑛)(𝑥) = 2𝑛−2𝑓′′(𝑥)；(𝑛 ≥ 2) 

又𝑓(0) = 1，𝑓′(0) = 4，𝑓′′(0) = 10 = 5 × 21；𝑓′′′(0) = 5 × 22； 

𝑓(4)(0) = 5 × 23；𝑓(5)(0) = 5 × 24；⋯；𝑓(𝑛)(0) = 5 × 2𝑛−1. 

二． 填空题 

(1) 设 )(xf 是周期为 4 的可导奇函数，且 ]2,0[),1(2)( −= xxxf ，则 =)7(f   . 

(2014 数一) 

解析： Cxxdxxxf +−=−=  2)1(2)( 2 ， ]2,0[x . 

因为 )(xf 是奇函数，所以 0)0( =f ，可知 0=C ，即 xxxf 2)( 2 −= .  

又因为 )(xf 的周期为 4，故 1)1()1()3()7( =−=−== ffff . 

 

(2) 设函数 )(xyy = 由参数方程




=

+=

ty

etx t

sin
确定，则 ==02

2

|t
dx

yd
               . 

(2017 数二) 

解析：
te

t

dt

dx
dt

dy

dx

dy

+
==

1

cos
， 

3

2

2

2

)1(

cos)1(sin

1

)1(

cos)1(sin
)(

t

tt

t

t

tt

e

etet

e

e

etet

dt

dx
dx

dy

dt

d

dx

yd

+

−+−
=

+

+

−+−

== ， 

      
8

1
| 02

2

−==t
dx

yd
 

 

(3) 设







++=

+=

)1ln(

1

2

2

tty

tx
, ==12

2

|t
dx

yd
               . 



(2020 数一) 

解析：
t

t

t

tt

t

t

dt

dx
dt

dy

dx

dy 1

1

1

1
1

2

2

2

=

+

++

+
+

== ，
3

2

2

2

2

2 1

1

1
)(

t

t

t

t
t

dt

dx
dx

dy

dt

d

dx

yd +
−=

+

−

== ， 

      2| 12

2

−==t
dx

yd
 

 

(4) 设{
𝑥 = 𝑎𝑟𝑐𝑡𝑎𝑛𝑡,

𝑦 = 3𝑡 + 𝑡3,
 则

𝑑2𝑦

𝑑𝑥2 1=t =        .  

(2015 数二) 

解析：
𝑑𝑦

𝑑𝑥
=

(3𝑡+𝑡3)′

(𝑎𝑟𝑐𝑡𝑎𝑛𝑡)′ =
3+3𝑡2

1

1+𝑡2

= 3(1 + 𝑡2)2, 

      
𝑑2𝑦

𝑑𝑥2 =
(3(1+𝑡2)2)′

(𝑎𝑟𝑐𝑡𝑎𝑛𝑡)′ =
12𝑡(1+𝑡2)

1

1+𝑡2

= 12𝑡(1 + 𝑡2)2，因此
𝑑2𝑦

𝑑𝑥2 1=t = 48 

(5) 函数𝑓(𝑥) = 𝑥22𝑥在𝑥 = 0处的 n 阶导数𝑓(𝑛)(0) =      .  

(2015 数二) 

解析：由莱布尼兹公式得𝑓(𝑛)(𝑥) = ∑ 𝐶𝑛
𝑘(𝑥2)(𝑘)(2𝑥)(𝑛−𝑘)𝑛

𝑘=0  

                      = 𝑥2 ∙ (2𝑥)(𝑛) + 𝑛 ∙ 2𝑥 ∙ (2𝑥)(𝑛−1) +
𝑛(𝑛−1)

2
∙ 2 ∙ (2𝑥)(𝑛−2) 

                      = 𝑥2 ∙ 2𝑥(𝑙𝑛2)𝑛 + 2𝑛𝑥 ∙ 2𝑥(𝑙𝑛2)𝑛−1 + 𝑛(𝑛 − 1) ∙ 2𝑥(𝑙𝑛2)𝑛−2 

所以𝑓(𝑛)(0) = 𝑛(𝑛 − 1)(ln2)𝑛−2. 

(6) 曲线 L的极坐标方程是 =r ，则 L在点 )
2

,
2

(=),(


r 处的切线的直角坐标方

程是      .  

(2014 数二) 

解析：曲线的参数方程形式为{
𝑥 = 𝑟(𝜃)cos𝜃 = 𝜃cos𝜃
𝑦 = 𝑟(𝜃)sin𝜃 = 𝜃sin𝜃

，𝜃 =
𝜋

2
时对应直角坐标系

的点坐标为(0,
π

2
). 

      又
𝑑𝑦

𝑑𝑥
| 𝜋

2

=
𝑠𝑖𝑛𝜃+𝜃𝑐𝑜𝑠𝜃

𝑐𝑜𝑠𝜃+𝜃𝑠𝑖𝑛𝜃
| 𝜋

2

= −
2

𝜋
，因此切线方程为y −

𝜋

2
= −

2

𝜋
(𝑥 − 0)，即

2

𝜋
𝑥 + 𝑦 −

𝜋

2
= 0. 



 

(7)已知动点𝑃在曲线𝑦 = 𝑥3上运动，记坐标原点与点𝑃间的距离为𝑙.若点𝑃的横坐

标对时间的变化率为常数𝑣0，则当点𝑃运动到点(1,1)时，𝑙对时间的变化率是 

_______. 

(2016 数二) 

答案：2√2𝑣0 

解析：由题设条件知点𝑃的坐标为(𝑥, 𝑥3)，则
𝑑𝑥

𝑑𝑡
= 𝑣0，且𝑙 = √𝑥2 + (𝑥3)2 =

√𝑥2 + 𝑥6， 

且𝑙对时间𝑡的变化率为 

𝑑𝑙

𝑑𝑡
=

𝑑𝑙

𝑑𝑥
⋅

𝑑𝑥

𝑑𝑡
=

2𝑥+6𝑥5

2√𝑥2+𝑥6
⋅

𝑑𝑥

𝑑𝑡
=

1+3𝑥4

√1+𝑥4
⋅ 𝑣0(𝑥 > 0)， 

当𝑥 = 1时，
𝑑𝑙

𝑑𝑡
=

4

√2
⋅ 𝑣0 = 2√2𝑣0，故应填2√2𝑣0. 

(8) 曲线{
𝑥 = 𝑡 − sin 𝑡
𝑦 = 1 − cos 𝑡

在t =
3𝜋

2
对应点处的切线在y轴上的截距为______. 

(2019 数二) 

解：2 +
3

2
𝜋 

当t =
3

2
𝜋时，x =

3

2
𝜋 − sin

3

2
𝜋 =

3

2
𝜋 + 1，y = 1 − cos

3

2
𝜋 = 1， 

切线斜率k =
𝑑𝑦

𝑑𝑥
=

𝑑𝑦

𝑑𝑡
∙

𝑑𝑡

𝑑𝑥
=

sin 𝑡

1−cos 𝑡
，

𝑑𝑦

𝑑𝑥
|

𝑡=
3

2
𝜋

= −1， 

y − 1 = − (𝑥 −
3

2
𝜋 − 1) ⇒ 𝑦 − 1 = −𝑥 +

3

2
𝜋 + 1 ⟹ 𝑦 = −𝑥 +

3

2
𝜋 + 2， 

令x = 0，得y =
3

2
𝜋 + 2，即所求截距. 

故应填
3

2
𝜋 + 2. 

(9)设函数 1
( ) 1

x
tf x e dt

−
= − ，则 ( )y f x= 的反函数 1( )x f y−= 在 0y = 处的导数

0y

dx

dy
=

=          ． 

(2013 数二) 

解  ( ) 0f x = 时 1x = − ，由反函数求导公式， ( )y f x= 的反函数 1( )x f y−= 在 0y = 处

的导数 



1
0

1
1

1 1 1

11 x
y

x
x

dx

dydy ee
dx

−
=

=−
=−

= = =
−−

. 

(10)设函数 ( )f x 由方程 (1 )x yy x e −− = 确定，则
1

lim ( ( ) 1)
n

n f
n→
− =                  ． 

(2013 数一) 

解  把 0x = 代入方程有 (0) 1f = ，方程 (1 )x yy x e −− = 两端同时对 x 求导有 

    ( ) ( )  ( ) ( ) .11 '1' xxfxfexf xfx −−=− −  

把 0=x 代入上式得 ( ) ( ) .1020' =−= ff  

又 
( )

( )'

0

1
lim 0 1
x

f x
f

x→

−
= = ， 

( )
0

1
1

11
lim 1 lim lim 1.

1n n x

f
f xn

n f
n x

n

→ → →

 
−  −    

 − = = =  
  

 

(11)设
sin ,

sin cos

x t

y t t t

=


= +
（ t 为参数），则

2

2

4
t

d y

dx 
=

=
                 ． 

(2013 数一) 

解：   ,cos,cos tt
dt

dy
t

dt

dx
==  

       ,
cos

cos
t

t

tt

dx

dy
==  

      ，
t

dt

dx
dt

dx

dy
d

dx

dy

dx

d

dx

yd

cos

1
2

2

=










=







=  

      从而 .2

4
cos

1

4

2

2

==
= 

tdx

yd

 

(12) 设 )(xyy = 是由方程 yeyx =+− 12 所确定的隐函数，则 =

=0

2

2

x
dx

yd  

(2012 数二) 

解   1 

方程两端对 x 求导，得
dx

dy
e

dx

dy
x y=−2         (*) 



当 0=x 时，由 yeyx =+− 12 得 0)0( =y ，将 0=x ， 0)0( =y 代入(*)得， 0
0

=
=xdx

dy  

在(*)式两端对 x 求导得
2

2
2

2

2

)(2
dx

yd
e

dx

dy
e

dx

yd yy +=−  

将 0=x ， 0)0( =y ， 0
0

=
=xdx

dy 代入上式，得 1

0

2

2

=

=x
dx

yd  

(13) 曲线 xxy ln22 += 在其拐点处的切线方程是 

(2018 数二) 

解 
x

xy
2

2 +=  ，
2

2
2

x
y −= ，由此得拐点坐标 )1,1( ，曲线在拐点处斜率为 4)1( =y ， 

切线方程为 34 −= xy ，故应填 34 −= xy  

(14) 曲线




=

=

ty

tx
3

3

sin

cos
，在

4


=t 对应点处的曲率为 

(2018 数二) 

解 t
dtdx

dtdy

dx

dy
tan−==   

tt

t

dt

dx
dt

dx

dy
d

dx

yd

sincos3

sec

)(

2

2

2

2

−

−
==  

1

4

−=
=


tdx

dy
，

23

8
2

2

=
dx

yd
，所以

3

2

)1( 2

3

2

=

+


=

y

y
K ，故应填

3

2
 

(15) 曲线
2

arctan

ln 1

x t

y t

=


= +

上对应于 1t = 点处的法线方程为                     ． 

(2013 数二) 

解：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t

tdy t

dy tdt t t
dxdx

dt t t

+

+ += = = =

+ +

， 

1t = 处
1

, ln 2 ln 2
4 2

x y


= = = . 

故 1t = 处对应曲线上点
1

, ln 2
4 2

 
 
 

. 

曲线在 1t = 处法线斜率为
1

1
t

− = − . 

故 1t = 处曲线法线方程为 



1
ln 2 ( )

2 4
y x


− = − − ， 

即
1

ln 2
4 2

x y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