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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区间序列的性质以及极限基础理论研究了微分中值定理中
,

的趋近性质#并证明了

;̀0W;/04中值定理中当 L#X相互靠近时其中间值
,

#

!

@

的渐进性质%

关键词!极限应用$ ;̀0W;/04中值定理$区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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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微分中值定理中
,

的趋近趋势#至今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文献$A7G%对中值定理中间值的趋近性质

进行了各自的讨论#得到许多有趣的趋势%此处是在文献$F%思想的基础上#利用文献$#%区间序列的性质来

分析微分中值定理的/中间值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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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渐进性质%

关于微分中值定理的理论中#一般情况下遵循这样的程序#即先确定某一区间#然后确定在此区间中一

定存在一个实数满足中值定理的数学陈述%但这样的过程不能相逆#最初等的函数!$!!" K!

G

"就能推出

矛盾%

在极限逻辑下#以构造区间序列的方式证明了当区间!L#X"趋于很微小时#中间值
,

趋于点 !

@

%在较弱

的条件下得到函数上任一点至少对应一区间满足中值定理的数学陈述%

为叙述方便#现将 ;̀0W;/04中值定理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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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X"内可导#则必存在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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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使得$!L" D$!X"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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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DL"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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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对于每一个/KA#!#(所确定的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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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对应了一个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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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期望#当区间序列趋于

很微小时#实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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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理 A(!区间序列的一个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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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X

)

KP

M

#在$L

)#

X

)

%上每一个点都具有某个性质 5#则存在一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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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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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子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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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列的每一个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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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也都具有某个性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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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正区间序列#如果&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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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

上每一个点都具有某个性质 5#则存在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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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点列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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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子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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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列的每一个点
1

)

G

也都具有某性质5%

证明见文献$#%#引用此引理是为保证区间序列性质的稳定性%



命题 A 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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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代数基本定理知#存在&#9L@# &P9KA# !&#9" KA 满足如下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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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命题的一个检验&设$!!"在!点可微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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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明上述论证合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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