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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有数列 {un}:   u1 , u2 , …, un , … 

为一个无穷级数,  简称为级数. 

称 un 为级数的一般项或通项. 

则称表达式 

1. 级数的定义: 

一、常数项级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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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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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不是一个确定的数



:再看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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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级数的敛散性定义 

无穷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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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级数的部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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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称无穷级数发散 . 



?,.2

?.1

:,

1

1

和为多少若收敛

是否收敛

关心两个问题讨论无穷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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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利用部分和数列的敛散性判断 



常数项级数概念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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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利用 “拆项相消”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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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部分和数列和敛散性判断无穷

级数的敛散性,一般不易求得数列和,

此法应用范围较小. 

下面给出利用级数性质判断的方法. 



二、 常数项级数的基本性质  

性质1. 若级数 收敛于 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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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和为 c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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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收敛, 其和为 .S

结论: 收敛级数可以逐项相加与逐项相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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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发散 .  

但若二级数都发散 , 不一定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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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性质2 表明收敛级数可逐项相加或减 . 

(用反证法可证) 



性质3. 在级数前面加上或去掉有限项, 不会影响级数 

的敛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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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可证前面加上有限项的情况 . 

极限状况相同,  故新旧两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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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4.  收敛级数加括弧后所成的级数仍收敛于原级数 

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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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 若加括弧后的级数发散, 则原级数必发散. 

注意: 收敛级数去括弧后所成的级数不一定收敛. 

,0)11()11(   但 发散. 例如， 

用反证法可证 



性质5  .0lim,
1








 n
nn

n uu 则收敛若级数

级数收敛的 

必要条件 

证 ,lim ssn
n




 ,1 nnn ssu且

1limlimlim 


 n
n

n
n

n
n

ssu

0 ss

注意:  

.,0lim)1(
1

发散则若 





n
nn

n
uu

判别级数发散 

的充分条件 

.,0lim)2(
1

不一定收敛则若 





n
nn

n
uu



注意: 0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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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  调和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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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项级数概念及性质的小结 

1.由定义,若 ssn  ,则级数收敛;

2.当 0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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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基本性质.

常数项级数的基本概念 

基本审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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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散时当

收敛时当
等比级数几何级数记住



三、正项级数及其审敛法 

1.定义: ，中各项均有如果级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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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项级数收敛的充要条件: 

部分和数列   为单调增加数列. }{ ns



       正项级数的部分和数列是单调增加的 

               单调有界的数列必有极限 

            在某极限过程中有极限的量必界 

定理1(收敛准则) 

.有界部分和所成的数列正项级数收敛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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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正项级数的比较审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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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项级数比较法习例  

例11 判别级数的敛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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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0  讨论 p-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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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1 判别级数的敛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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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比较审敛法的极限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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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2  判定下列级数的敛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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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小结 

二. 利用正项级数的比较审敛法及其极限形式 

(1)大收则小收,  小发则大发. 

是两个正项级数,  

(1) 当               时,  l0 两个级数同时收敛或发散 ; 

(2) 当         且         收敛时, 0l  nv

(3) 当         且          发散时,  l  nv

也收敛 ; 

也发散 . 

,1p  l0
lim n
n

u l


pn
 l0 发散 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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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一个级数


1n

nu 的一般项 nu 收敛于 0 时，该级数是否收

敛？ 

2. 一个级数是否收敛与级数前面有限项的取值是否有关？ 

3. 如果加括号后所成的级数收敛 那去括号后原来的级数

是否也收敛？ 

4. 如何应用正项级数的比较审敛法？ 

思考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