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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函数单调性法

对不等式证明是教学以及考研过程中常常遇到的题型［１－３］，此处对不等式证明的已有方法进行归纳总

结，以促进和加强初学者对不等式证明方法的了解和掌握．据此，总结出３种方法：函数单调性法，函数凸性

法，中值定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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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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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进行变形，可得 ｘ－ｓｉｎｘ＞０（０＜ｘ＜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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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证ｆ（ｘ）＞ｆ（０）．要证明一个函数在一点处的值大于另外一点处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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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这种方法首先利用原有不等式，通过变形构造一个新的不等式，其次将新的不等式一端看作一个

函数，从而新的不等式的两端变成该函数的两个值，再证明该函数是单调的，最后得出证明结果．

然而，构造的函数，求一次导不一定能看出其单调性，稍不耐心就会放弃计算．

２　函数凸性法

仍然就例１中不等式右边，介绍函数凸性法．为方便起见，将例１中不等式的右边重写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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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这种方法利用原有不等式，通过变形构造一个函数，证明该函数是上凸的，从而证明不等式成立．

３　中值定理法

例２　证明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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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微分中值定理是不等式证明的一种常用的方法．当证明的不等式中，出现的项有互为导数的关系

时，常使用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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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小　结

常用的不等式证明方法有以上３种，涉及的知识点有函数的单调性、凸性及中值定理，当遇到不等式证

明的时候，灵活使用３种方法之一，即可简化证明过程，达到求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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