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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数学 2

考点一：常用函数

复合函数：设函数
( )y f u

的定义域为 fD ，函数
( )u x

的值域为
Z

，若集合 fD

与
Z

的交集非空，称函数
[ ( )]y f x

为函数
( )y f u

与
( )u x

复合而成的复合函数，

u为中间变量．

初等函数：由基本初等函数经过有限次的加、减、乘、除和复合所得到且能用一个解析

式表示的函数.

分段函数：若一个函数在其定义域的不同部分要用不同的式子表示其对应法则，则称其

为一个分段函数.如

( ),
( )

( ),
x a x b

f x
x c x d




 
    即为分段函数．

考点二：常用极限

1lim 0
n n


;

1lim 0
x x


;
lim 0,| | 1n

n
q q


 

;

lim ,| | 1n

n
q q


  

;
lim 0x

x
e




;
lim x

x
e


 

;

lim 1 ( 0)n

n
a a


 

; 0
lim 1x

x
x




;

lim arctan
2x

x 



;

lim arctan
2x

x 


 
.

考点三：夹逼定理

若 ( ) ( ) ( )g x f x h x  ,且 lim ( ) lim ( )
x x

g x h x A
 

 
 

 lim ( )
x

f x A





.

考点四：区间可导与导函数的概念

如果
 y f x

在
 ,a b

的每一点都可导,称
 y f x

在
 ,a b

内可导,其中
 'f x

为

导函数.如果
 y f x

在
 ,a b

内可导且在 a点右可导,在b点左可导,则称
 y f x

在

 ,a b
可导,其中

 'f x
为导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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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五：基本求导公式

（1）
cy 
（常数）

0y
（2）

xy 
（ 为常数），

1 xy

（3）
xay 
，

aay x ln
，特例

xx ee )(

（4）
)10(log  aay x

a ，
， ax
y

ln
1


， x

x 1)(ln 

（5）
xy sin
，

xy cos
（6）

xy cos
，

xy sin

（7）
xy tan
， x

y 2cos
1


（8）

xy cot
， x

y 2sin
1



（9）
xy sec
，

xxy tansec
（10）

xy csc
，

xxy cotcsc

（11）
xy arcsin
，

21
1
x

y



（12）

xy arccos
，

21
1
x

y




（13）
xy arctan
，

21
1
x

y



（14）

xarcy cot
，

21
1
x

y



。

考点六：基本微分公式与微分法则

(1)
       d f x g x df x dg x    

.

(2)
           d f x g x g x df x f x dg x   

.

(3)

 
 

       
   2 ( 0)

f x g x df x f x dg x
d g x
g x g x

  
  

  .

考点七：第一换元法（凑微分法）

设
 f u

具 有 原 函 数
 F u

,
 u x

存 在 连 续 导 数 , 则 有 换 元 公 式 。

   [ ( )] ( )f x x dx F u C F x C         ．

考点八：二重积分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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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 ( , )] ( , ) ( , ) ,
D D D

f x y g x y d f x y d g x y d           , 
任意常数．

（2) 若区域D 分为两个部分区域 1 2,D D
,则

1 2

( , ) ( , ) ( , )
D D D

f x y d f x y d f x y d     

（3)若在D 上,
 , 1f x y 

,  为区域D 的面积,则 D

d  

（4)若在 D上 ( , ) ( , ),f x y g x y 则有

( , ) ( , )
D D

f x y d g x y d  
。

特殊地

( , ) ( , ) .
D D

f x y d f x y d  
。

考点九：行列式的展开定理

1.余子式与代数余子式：
 1 i j

ij ijA M 
，其中

ijM
是D 中去掉 ija 所在的第 i 行第

j

列全部元素后，按原顺序排成的 1n  阶行列式，称为元素 ija 的余子式，
ijA
为元素 ija 的代

数余子式．

2. 行 列 式 的 展 开 定 理 ： 行 列 式 对 任 一 行 按 下 式 展 开 ， 其 值 相 等 ， 即

1 1 2 2 ...i i i i in inD a A a A a A   
。

考点十：克莱姆法则

n个未知量 n个方程的线性方程组，在系数行列式不等于零时的方程组解法。

矩阵的运算：

考点十一：矩阵的运算

1.矩阵的线性运算：加法 设
 ij m n

A a



和

 ij m n
B b




，规定

 
11 11 12 12 1 1

21 21 22 22 2 2

1 1 2 2

n n

n n
ij ij

m m m m mn mn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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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称 A B 为 A与 B 之和．

2．矩阵的数量乘法(简称数乘)：设 k是数域 R 中的任意一个数，
 ij m n

A a



，规定

 
11 12 1

21 22 2

1 2

n

n
ij

m m mn

ka ka a
ka ka a

kA ka

ka ka a

 
 
  
 
 
 




   


。并称这个矩阵为 k与 A的数量乘积．

3.矩阵的乘法，即

11 12 1 11 12 1

21 22 2 21 22 2

1 2 1 2

, ,

n s

n s

m m mn n n ns

a a a b b b
a a a b b b

A B

a a a b b b

   
   
    
   
   
   

 
 

     
 

则 A 与 B 之乘积 AB (记作

 ijC c
)是一个m s 矩阵，且

1 1 2 2
1

...
n

ij i j i j in nj ik kj
k

c a b a b a b a b


   
。即矩阵C AB

的第 i 行第
j
列元素

ijc
是 A的第 i 行 n个元素与 B 的第

j
列相应的 n个元素分别相乘的乘

积之和．

第二部分 物理

考点一：力学

参考系:描述相对运动所选定一个或一组保持相对静止的物体作为参考物,称为参考系。

坐标系:为定量描述相对运动,在选定参照系中建立坐标系(如直角坐标系、极坐标系、

自然坐标系等)。

质点:如果我们研究某一物体的运动,而可以忽略其大小和形状对物体运动的影响,若不

涉及物体的转动和形变,我们就可以把物体当作是一个具有质量的点(即质点)来处理。

质点运动学两类基本问题：(一)由质点的运动方程可以求得质点在任一时刻的位矢、速

度和加速度；(二)已知质点的加速度以及初始速度和初始位置,可求质点速度及其运动方程。

牛顿第一定律:任何物体都要保持其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直到外力迫使它改变运

动状态为止。

牛顿第二定律：物体动量随时间的变化率等于作用于物体的合外力。

牛顿第三定律：两个物体之间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沿同一直线,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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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在两个物体上。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同一性质的力。

万有引力定律适用于两个质点。

重力：地球对地面附近物体的万有引力,严格来说应是万有引力的分力。

弹性力：(压力、支持力、张力、弹簧弹性力等)特点:接触、形变、被动。

摩擦力:当相互接触的物体作相对运动或有相对运动的趋势时,它们中间所产生的阻碍

相对运动的力称为摩擦力。

牛顿运动定律的应用：1)已知运动求力；2)已知力求运动。桥梁是加速度。

质点的动量定理:在给定的时间内,外力作用在质点上的冲量,等于质点在此时间内动量

的增量。

冲量:力对时间的积分。

质点系的动量定理:作用于系统的合外力的冲量等于系统动量的增量。注意:内力不改变

系统的动量。

动量守恒定律:质点系所受的合外力为零时,则系统的总动量将保持不变。

角动量定理:质点所受合力矩等于它的角动量对时间的变化率。

角动量守恒定律:如果对某固定点,质点所受合力矩为零,则此质点对该固定点的角动量

矢量保持不变。

质点的动能定理:功可以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可以设想,必定相应的存在某种描述运动

状态的物理量,它的改变正好由力对物体所做的功来决定

质点系的动能定理:外力和内力的总功等于质点系总动能的增量。

质心运动定律:将质心公式两边对时间求导,得到质心速度公式;质点系总动量对时间求

导得到质心运动定律。

刚体的概念:在外力作用下,形状和大小都不发生变化的物体。

力矩:(对于定轴转动的刚体,外力对刚体转动的影响,不仅与力的大小有关,而且还与力

的作用点和力的方向有关。

刚体: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加速度与它所受的合外力矩成正比,与刚体的转动惯量成反比。

刚体绕定轴转动的动能定理：合外力矩对绕定轴转动的刚体所作的功等于刚体转动动能

的增量。

考点二：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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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学第零定律：:如果系统 A 和 B 分别和系统 C 处于热平衡,则系统 A 和 B 也必然处

于热平衡。两个或多个系统处于平衡态时,必然具有某种共同的宏观性质,温度就是这种宏观

性质的量度。

理想气体压强公式表明了宏观量压强的微观本质:分子数密度 n 越大,分子与器壁的碰

撞频率越高,单位时间内给器壁的冲量越大,因而气体压强 p 就越大;而平均平动动能ε-t 的增

大,不仅能增大碰撞频率,而且使平均每次碰撞对器壁的冲量还增加,因而也导致气体宏观压

强的升高。

平衡态下理想气体分子的平均平动动能只与温度有关,与气体热力学温度成正比。

在温度为 T 的平衡态下,气体分子的每个自由度上的平均动能都相等，等于 kT/2。这就

是能量按自由度均分定理,简称能量均分定理。

系统的内能是指组成系统的分子作无规则热运动的动能和分子间相互作用的势能的总

和。

麦克斯韦速率分布曲线:从麦克斯韦速率分布曲线可以形象地得到气体分子按速率分布

的信息。分子在某一速率区间 v~v+dv 内出现的几率也可以形象地用此区间内曲线下的面积

表示；麦克斯韦速率分布曲线在整个速率区间下的面积为 1。

实际中有两种方式可以使热力学系统的状态发生变化,一种是外界对系统做功,另外一种

是系统和外界交换热量。系统对外界做的元功:dW =pdV

除做功外,系统还可以通过和外界交换热量来改变自身的状态。传热过程中所传递的能

量的多少叫做热量,用 Q 表示,其 SI 单位为焦耳(J)。热量传递的方向则用正负号来表示。通

常规定:当系统从外界吸热时,Q > 0;当系统向外界放出热量时,Q <0。

热力学第一定律：由于做功和传热是系统和外界交换能量的两种方式,而能量的传递和

交换应服从守恒定律,因此有 Q =E2 -E1 +W

经计算卡诺循环的效率为η =1-T2/T1。

在孤立系统中所进行的自然过程总是沿着熵增加的方向进行。它是不可逆的。平衡态相

应于熵最大的状态。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这种表述叫熵增加原理。其数学表示式为:⊿ S>0。

考点三：电磁学

电荷守恒定律：在孤立系统中,电荷的代数和保持不变(自然界的基本守恒定律之一)。

高斯定理：(在真空中,通过任一闭合曲面的电场强度通量,等于该闭合曲面所包围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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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荷的代数和除以ε0。

高斯定理的物理意义:

高斯定律可从库仑定律严格导出,它是平方反比规律的必然结果。但库仑定律只适用于

静止点电荷产生的电场,而高斯定律则是关于电场的普遍的基本规律(适用运动电荷的电场)。

高斯定律中的 E 是封闭曲面上各点的场强,是由面内和面外所有电荷共同产生的,不只由

封闭面内电荷所产生。但通过封闭曲面的总电通量只取决于它所包围的电荷。

高斯定律反应了静电场是有源场:从电量为 q 的正电荷总是反射出 q/0 条电场线,周围的

电荷只能改变电场线的分布情况,但不能改变该点电荷反射出的电场线的总条数。

在已知电场分布的情况下,可根据高斯定律求出任意区域内的电荷;当电荷分布具有某种

对称性时,也可利用高斯定律求出电场分布。

求电势的方法：方法一:已知电荷分布,且选无限远为电势零点时应用点电荷电势叠

加；方法二:已知场强分布时用定义式。

静电感应：导体中(包括表面)没有电荷定向移动的状态叫做静电平衡。静电平衡条

件:(或者说导体为一等势体,与下列说法等效)1)导体内部任何一点处的电场强度为零;(导

体内部自由电荷无定向移动)；2)导体表面处的电场强度的方向,都与导体表面垂直(导体

表面自由电荷也无定向移动)。

电介质的极化：(有极分子:转向极化;无极分子:位移极化)

电容器的电容：1)C =Q/(VA -VB )=Q/U (电容的大小仅与导体的形状、相对位置、其

间的电介质有关,与 Q 无关)；2)单位; 3)击穿场强;击穿电压(电容器中的电介质能承受的

最大电场强度和电压)；4)求电容步骤:(1)设两极板分别带电±Q ;(2)求场强 E;(3)求电势

U;(4)求电容 C。

电源电动势：把单位正电荷从负极经电源内部移至正极时非静电力所做的功

安培环路定理：在稳恒磁场中磁感强度沿任一闭合环路的线积分等于穿过该环路的

所有电流的代数和的 m0 倍。

楞次定律:闭合的导线回路中所出现的感应电流,总是使它自己所激发的磁场反抗任

何引发电磁感应的原因(反抗相对运动、磁场变化或线圈变形等)。

位移电流:麦克斯韦假设:通过电场中某一截面的位移电流等于通过该截面电场强度

通量对时间的变化率与ε0 的乘积。

考点四：振动、波动和波动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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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干光的产生:

分波阵面法:(杨氏双缝干涉实验、菲涅尔双棱镜实验、菲涅尔双面镜实验、劳埃德镜实

验);分振幅法:(薄膜干涉、劈尖干涉、牛顿环、迈克尔逊干涉仪)

惠—费原理:惠更斯原理只说明了光的传播方向问题,没有涉及光强,惠更斯原理进一步

说明了光的强度分布:衍射时波场中各点的强度,由各子波在该点的相干叠加决定.

圆孔衍射条纹的特点:中央是一个圆亮斑,称为爱里斑,约 98% 的光强集中于此。随后的

亮环越来越暗,间隔不等.

马吕斯定律:线偏振光,透过检偏片后,透射光的强度(不考虑吸收)为 I =I0cos2α 。(θ是入射

线偏振光的光振动方向和偏振片偏振化方向之间的夹角.

牛顿环:一平凸透镜反放在一平板玻璃上,形成空气劈.用单色光垂直照射,产生的等厚条

纹为同心圆环,中央为一黑斑(对于反射光).

定性讨论明暗条纹分布可采用费涅耳半波带法。条纹特点：1)中央明纹(主极大)最亮,绝

大部分光度都集中于此;其它亮纹(次极大)级次越高，亮度越暗；2)暗纹等间距;亮纹不等间距,

但随着级次升高趋近于等间距。3)中央明纹宽度是其它明纹宽度的 2 倍。

考点五：相对论

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

1)爱因斯坦相对性原理:物理定律在所有的惯性系中都具有相同的表达形式。相对性原

理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所有的惯性参考系都是等价的。

2)光速不变原理:真空中的光速是常量,它与光源或观察者的运动无关,即不依赖于惯

性系的选择.

时间的延缓：运动的时钟变慢,这就是时间延缓效应。同一地点发生的两事件的时间间

隔是固有时间Δt0。

长度收缩，洛伦兹收缩:运动物体在运动方向上长度收缩。

固有长度:物体相对静止时所测得的长度。

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1)两个事件在不同的惯性系看来,它们的空间关系是相对的,时间

关系也是相对的,只有将空间和时间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2)时—空不互相独立,而是不可分

割的整体。3)光速 C 是建立不同惯性系间时空变换的纽带。4)在日常生活中时间延缓和长度

收缩是完全可以忽略的,但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这两种效应就变得非常重要,在高能物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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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里得到大量的实验证实。

考点六：量子物理基础

热辐射:任何物体在任何温度下都会发射不同频率的电磁波的现象为热辐射.物体在任

何时候都存在发射和吸收电磁辐射的过程。

实验证明热辐射具有如下规律:

1)辐射能量按频率的分布随温度而不同。

2)不同物体在某一频率范围发射和吸收辐射的能力不同;同一物体在某一频率范围发

射越强, 吸收也越强。

黑体:能完全吸收照射到它上面的各种频率的电磁辐射的物体称为黑体。(黑体是理

想模型)。

斯特藩—玻耳兹曼定律:黑体辐出度与黑体的热力学温度的四次方成正比。

维恩位移定律:当黑体的热力学温度升高时,与单色辐出度的峰值相对应的波长向短波。

普朗克量子假设:金属空腔壁中电子的振动可视为一维谐振子,它吸收或者发射电磁辐射

能量是量子化的(不连续)。

光电效应:当光照射到金属表面时,金属中有电子逸出的现象。所逸出的电子叫光电子,

形成光电流,使电子逸出某种金属表面所需的功称为该金属的逸出功。

经典电磁理论遇到的困难:

1)红限问题:按经典理论,无论何种频率的入射光,只要其强度足够大,就能使电子具有足

够的能量逸出金属。与实验结果不符。

2)瞬时性问题:按经典理论,电子逸出金属所需的能量,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积累,一直积

累到足以使电子逸出金属表面为止。与实验结果不符。

光既有粒子性,又具有波动性,即具有波粒二象性。波动性:光的干涉和衍射(传播时)；粒

子性:(和物质相互作用时)。

在散射 X 射线中除有与入射波长相同的射线外,还有波长比入射波长更长的射线,其波长

的改变与散射角有关,而与入射线波长和散射物质都无关。

卢瑟福的有核模型：卢瑟福在а粒子散射实验的基础上提出核式结构模型:1)全部正电荷

集中在原子球体中心,大约占原子体积几万分之一大小的范围内,构成原子核。2)原子质量几

乎全(99.9%以上)集中于此。3)Z 个电子在核外凭借其与正电荷的库仑力做绕核运动,也就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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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行星那样的运动。

不确定原理：海森伯提出不确定原理:对于微观粒子不能同时用确定的位置和确定的动

量来描述:

1)微观粒子同一方向上的坐标与动量不可同时准确测量,它们的精度存在一个终极的不

可逾越的限制。

2)不确定的根源是“波粒二象性”这是自然界的根本属性。

3)对宏观粒子,因ΔxΔp →0 很小,所以可视为位置和动量能同时准确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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