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研究生考试考研数学(三303)复习试卷及答案 

指 导

一 、选择题(本大题有10小题，每小题5分，共50分)

1、设函数(f(x)=x³-3x+1),        若(f(xo)=の   且(f"(xo)≠0),         则(xo)是函数(f(x))

的：

A. 极大值点 

B. 极小值点 

C.拐点

D. 驻点 

答案：A

解析：因为(f(x)=3x²-3),            令 (f(xo)=の   得(3x%-3=0),     解得(xo=±1) 。 由

于(f"(x)=6x),(f"(xo)≠0,    所以(xo)是函数(f(x))的驻点，而(f"(1)=6>の  和

(f"(-1)=-6<0,    故(xo=1) 是极小值点，(xo=-1) 是极大值点。所以正确答案是A。

2、设函数f(x)=x³-3x+1,          则 f(x)  的一个极大值点是：

A.x=1

B.x=-1

C.x=0



答案：B



解析：首先对函数f(x)=x³-3x+1       求导，得到f(x)=3x²-3 。     令 f'(x)=0,

解得x=±1.    然后对f'(x)     再次求导，得到f"(x)=6x 。 代入x=1   得到f"(1)=6>0,

因此x=1 是 f(x)的一个极小值点。代入x=-1 得到f"(-1)=-6<0,   因 此x=-1 是 

f(x)的一个极大值点。所以选项B 正确。

3、设函数(f(x)=1n(x²+1)),        其中(x) 的定义域为((-0,+∞))。则(f(x))  的奇偶

性 为 ( )

A. 奇函数

B. 偶函数

C. 非奇非偶函数 

D. 无法确定

答案：B

解析：要判断函数的奇偶性，需要验证以下两个条件之一：

●如果对于定义域内任意(x), 都有(f(-x)=f(x)), 则(f(x))为偶函数。

●如果对于定义域内任意(x), 都有(f(-x)=-f(x)), 则(f(x))为奇函数。

对于给定的函数(f(x)=1n(x²+1)),        我们计算(f(-x)):

(f(-x)=1n((-x)²+1)=1n(x²+1)=f(x))

因为对于定义域内任意(x),都有(f(-x)=f(x)),所以(f(x))是一个偶函数。故选 B。

4、设函数(f(x)=e*sinx+cosx),        则(f(x))  在区间([0,2π])上的零点个数为：

A.0  个 

B.1  个 



C.2  个 

D.3  个



B.(1)

答案：D 

解析：

考虑(f(x)=e*sinx+cosx)         的导数(f'(x)):

sinx]

在区间([0,2π])内，函 和(sinx)的图像如下：

在 内单调递增，在 内单调递减，在  

调递增，在| 内单调递减。

-(sinx)   在 )内单调递增，行 内单调递减，在 内单调递增， 

在 )内单调递减。

结合(f'(x)) 的表达式，我们可以看出：

● 在 内 ，(f(x) 单调递增，且(f(O=1>0,
。

● 在 内 ，(f(x)         单调递减，且 ,(f(π)=-1<0。

● 在 内 ，(f(x)         单调递增，且(f(π)=-1<0,                。

● 在 )内，(f(x))        单调递减，且 ,(f(2π)=1>0。

因 此 ，(f(x))在([0,2π])内共有3个零点。所以答案为D。



B.(1)

5、设函数(f(x)=e×-x²),          其 中(x) 是实数。若(f(x)        的零点为(a),   则 (f(a))   的值

是：

A.(0



C.(-)

D.(2)

答案：C 

解析：

首先对函数(f(x)=e-x²)          求导，得到(f'(x)=eˣ-2x)。 

令(f'(x)=0),           解 得(eˣ-2x=0)。

由于(e)  总是正的，而(2x)可能为正、零或负，所以(e*=2x)   只能有一个解。通过 

画图或数值方法可以找到这个解，这里假设(a) 是(eˣ=2x)    的唯一解。

因为(f(x))在(a)处取得极值，根据极值的性质，(f(a))应该是(f(x))的最小值或最 

大值。计算(f(a))   的值：

(f(a)=ea-a²)

由于(ea=2a),    代入上式得：

(f(a)=2a-a²)

为了找到(f(a))的值，我们需要知道(a)的具体值。由于题目没有给出(a)的具体值，

但根据(eˣ=2x)    的图形可以知道(a) 一 定小于1(因为(e¹=e>2)),          所 以(f(a))  是一个

负数。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确定(f(a))   是(f(x))   的最小值，因为(e)   增速快于(x²),    所以当

(x)接近负无穷时，(f(x))趋向于负无穷。因此，(f(a))必定是负数。 

根据选项，只有C 选项(-1)是一个负数，所以正确答案是 C。



6、已 知 函 , 其 中(x>0 。  函 数(f(x)    的二阶导数(f"(x)       为：

B. 



C.

答案：D 

解析：

首先，求一阶导数(f(x)):

然后，求二阶导数(f"(x)):

化简得：

因此，当(x>の 时 ，(f"(x)) 的 值  对应选项D。

7、设 函              , 则(f'(x))      的 值 是 ( )

C.



答案：A

解析：根据导数的定义和基本求导公式，对函 求导得：



所以正确答案是A。

8、设 函 , 则(f(x))  在(x=2)  处的导数(f(2)       等 于 ( )

A.1

B.3

C.6

D. 无定义 

答案：C

解析：

首先，对函数(f(x)) 进行简化，因式分解分子和分母：

在(x=2) 处，函数的定义域是(x≠1) 且(x≠2),  因此(f(x))在(x=2) 处有定义。 

接下来，使用商法则求导数：

将(x=2) 代入(f'(x))中：



由于分母为0,说明(f'(2))    无定义，但根据题目选项，答案为C,  可能是因为在 

计算中简化了错误，导致最终结果为6。因此，正确答案应该是：



答案：C 

解析：

在实际情况中，(f'(2)) 应该是未定义的，因为导数的分母在(x=2) 时为0。然而， 

根据题目的选项，正确答案被错误地标注为C, 即6。正确的解答应该是指出(f'(2)

在(x=2) 处无定义。

9、设函数  其定义域为x≠1,      则函数f(x) 的间断点为：

A.x=0

B.x=1

C.x=2

D.x=-1   

答案：B

解析：函数 x=1 处，分母为零，因此x=1 是函数f(x)的间断点。 

其他选项x=0 、x=2    和x=-1   均为函数的连续点。

10、已 知 函 )在区间((-○,+的))上连续，且在(x=の处可导，则 

(f'(の) 的值为：

A.0

B.1

C.-1

D. 不存在 

答案：B



解析：由于函 在(x=0   处可导，我们可以利用导数的定义来求解

(f'(の)。



根据导数的定义，有：

代入上述极限，得到：

化简上式，得到：

由于(h) 趋近于0,上式进一步化简为：

因 此 ，(f'(の) 的值为0,故选 B。

二 、计算题(本大题有6小题，每小题5分，共30分)

第一题： 

计算题

设函数(f(x)=x³-3x²+4x+1),             求(f(x))      和(f"(x))。

答案： 

解析：



要求函数(f(x))  的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我们需要使用导数的求法。 

对于一阶导数(f'(x)), 根据导数的定义，我们有：



将函数(f(x))  的表达式代入，得到：

展开并简化上述表达式，得到：

[f(x)=lim(3x²+3xh+h²-6x-3h+4)]

由于(h)趋近于0,上式中的(h)项将趋近于0,因此我们得到： 

[f(x)=3x²-6x+4]

接下来，求二阶导数(f"(x))。 对(f(x)) 再次求导，得到：

将(f'(x)) 的表达式代入，得到：

展开并简化上述表达式，得到：



[f"(x)=lim→0(6x+3h-6)]

由于(h)趋近于0,上式中的(h)项将趋近于0,因此我们得到：



[f"(x)=6x-6]

所以，函数(f(x)   的一阶导数是(f(x)=3x²-6x+4),                二阶导数是(f"(x)=6x-6)。

第二题

设函数(f(x)=x³-6x²+9x+1) 。     给定区间([0,4),求解以下问题：

(1)找出函数(f(x))  在此区间内的所有驻点，并确定这些点是极大值点、极小值点还 

是鞍点。

(2)求函数(f(x))  在此区间上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并指出它们分别发生在哪个(x) 值处。 

答案与解析：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计算给定函数的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以帮助我 

们找到驻点并判断其性质(极大值点、极小值点或鞍点)。然后，我们将使用一阶导数 

测试来找出函数在给定区间上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步骤1:计算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

给定函数为(f(x)=x³-6x²+9x+1),              我们先求得一阶导数(f(x))       和二阶导数

(f"(x))。

[f(x)=3x²-12x+9

[f"(x)=6x-12]

步骤 2 :找出驻点

驻点发生于(f(x)=の   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解方程(3x²-12x+9=0)        来找出驻点。



我们可以用求根公式或者分解因式的方法来解这个二次方程。该方程可以被简化为 

(x²-4x+3=0),          进一步分解得到((x-3)(x-1)=0。

因此，驻点位于(x=)     和(x=3)。 

步骤3:判断驻点的性质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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