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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基本概念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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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是一个由数值组成的

矩形阵列，通常用大写字

母表示，如A、B等。

矩阵的维度由行数和列数

确定，通常表示为m×n矩

阵，其中m为行数，n为列

数。

矩阵中的元素用小写字母

加下标表示，如aij表示第i

行第j列的元素。

矩阵定义及表示方法



两个矩阵相等当且仅当它们具有相同的维

度，且对应位置的元素相等。

矩阵的加减法运算要求两个矩阵具有相同

的维度，对应位置的元素进行加减运算。

矩阵的加法满足交换律和结合律，即

A+B=B+A，(A+B)+C=A+(B+C)。

矩阵相等与加减法运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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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乘是指一个数与矩阵
中的每个元素相乘，结
果仍是一个与原矩阵同
维度的矩阵。

矩阵的转置是将原矩阵
的行和列互换得到的新
矩阵，记为AT。

转置的性质包括：
(AT)T=A，

(A+B)T=AT+BT，
(kA)T=kAT，其中k为常

数。

矩阵数乘与转置性质



下三角矩阵
主对角线以上元素全为零的方
阵。

上三角矩阵
主对角线以下元素全为零的方
阵。

单位矩阵
主对角线上元素为1，其他元
素为零的方阵，通常记为I。

零矩阵
所有元素都为零的矩阵。

对角矩阵
除主对角线外，其他元素都为
零的方阵。

特殊类型矩阵介绍



矩阵乘法与逆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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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A=(a_{ij})$是一个$mtimes n$

矩阵，$B=(b_{ij})$是一个$ntimes 

p$矩阵，那么规定$A$与$B$的乘积

是一个$mtimes p$矩阵$C=(c_{ij})$，

其中

$c_{ij}=a_{i1}b_{1j}+a_{i2}b_{2j}+c

dots+a_{in}b_{nj}=sum_{k=1}^{n}

a_{ik}b_{kj}$。

按照定义进行计算，注意结果矩阵的

维度与原始矩阵的关系。

矩阵乘法定义及计算方法

计算方法

矩阵乘法定义



$(AB)C=A(BC)$。

$(A+B)C=AC+BC$，

$C(A+B)=CA+CB$。

$k(AB)=(kA)B=A(kB)$，其中$k$为常数。

结合律

分配律

数乘结合律

矩阵乘法满足的运算律



方阵
行数与列数相等的矩阵称为方阵。

可逆方阵
对于$n$阶方阵$A$，如果存在一个$n$阶方阵$B$，使得$AB=BA=I$（$I$为

单位矩阵），则称$A$是可逆的，或称$A$为非奇异的，并称$B$是$A$的一个

逆矩阵。

方阵与可逆方阵概念



求逆矩阵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利用伴随矩阵和行列式的性质，即$A^{-1}=frac{1}{|A|}adj(A)$；另一种是

利用初等变换，即构造增广矩阵$(A|I)$，通过初等行变换将其化为$(I|B)$的形式，则$B=A^{-1}$。

求法

逆矩阵在解线性方程组、计算矩阵的幂等方面有广泛应用。例如，对于线性方程组$AX=B$，如果矩阵$A$可逆，

则方程组的解为$X=A^{-1}B$。

应用举例

逆矩阵求法及应用举例



行列式及其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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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列式是一个数，它是由n

阶方阵的元素按照某种规

则计算得到的。

通常用大写字母D表示行列

式，如D= |a11 a12 ... 

a1n|。

方阵的阶数就是行列式的

阶数，n阶行列式就是由

n×n个元素组成的方阵所

确定的行列式。

行列式的定义

行列式的表示方法

行列式的阶数

行列式定义及表示方法



行列式按行展开

在n阶行列式中，任意取定一行

（假设是第i行），把该行各元素

与其对应的代数余子式乘积的和

等于行列式的值。

行列式按列展开

在n阶行列式中，任意取定一列

（假设是第j列），把该列各元素

与其对应的代数余子式乘积的和

等于行列式的值。

展开法则的应用

利用行列式的展开法则，可以简

化行列式的计算过程，特别是对

于一些具有特殊结构的行列式，

可以通过展开法则直接求解。

行列式按行（列）展开法则



互换行列式的两行（列），

行列式变号。

行列式的某一行（列）的

所有的元素都乘以同一数

k，等于用数k乘此行列式。

行列式与它的转置行列式

相等。

行列式中如果有两行（列）

元素成比例，则此行列式

等于零。

行列式的性质1

行列式的性质2 行列式的性质3

行列式的性质4

行列式性质总结



克拉默法则的内容01

如果线性方程组的系数矩阵的行列式D不等于零，则该线性方程组有唯

一解，且解可以通过系数矩阵和常数项向量的行列式表示出来。

克拉默法则的应用步骤02

首先计算系数矩阵的行列式D，然后分别计算每个未知数的系数矩阵的

行列式Di（将D中第i列元素替换为常数项向量），最后利用公式

xi=Di/D求解每个未知数的值。

克拉默法则的优缺点03

克拉默法则的优点是直接给出了线性方程组的解的表达式，便于理解和

应用；缺点是当系数矩阵的阶数较大时，计算量较大，且对于无解或无

穷多解的情况无法直接判断。

克拉默法则在解线性方程组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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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796235103243010105

https://d.book118.com/79623510324301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