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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正项级数 4.2交错级数与任意项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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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例1 

习例2 

4.2.1 交错级数及其审敛法 
莱布尼兹Leibnitz判别法 

习例3 

4.2.2 条件收敛与绝对收敛 

绝对收敛定理 

习例4 

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定义 

判别交错级数的发散性及习例5 

判别一般项级数的发散性 

级数收敛的必要条件的应用及习例6 
综合习例   

正
项
级
数
交
错
级
数
与
任
意
项
级
数 



1.比值审敛法(达朗贝尔D’Alembert判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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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法习例 

例 1  判别下列级数的收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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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判别下列级数的收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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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正项级数的比值审敛法知原级数 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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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正项级数的比值审敛法知原级数 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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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正项级数的比较审敛法知原级数 收敛

说明:比值审敛法一般适用于级数通项
中含 .,,! 数等因子的形式的正项级nnn 



2.根值审敛法(柯西Cauchy判别法): 

定理 2.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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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值法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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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级数的敛散性： 



例2  判别级数的敛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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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正项级数的比值审敛法知原级数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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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正项级数的比值审敛法知原级数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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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不能用比值法，可用根值法和比较法来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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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上述判别正项级数敛散性的四个审敛法，
都是充分条件，如果用其中的某一个审敛
法不能判定所给级数的敛散性，那么就要
改用其它的审敛法以及级数收敛与发散的
定义，收敛的性质、必要条件等去判别，
这需要学生通过练习不断总结各种方法优
劣及适用范围，熟练而灵活地使用它们。 



1.定义: 正、负项相间的级数称为交错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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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判别法(定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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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错级数及其审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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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级数收敛. 

交错级数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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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义: 正项和负项任意出现的级数称为任意项级数. 

即级数中含有无穷多个正项和负项，且排列是任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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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件收敛与绝对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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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收敛定理的作用： 

任意项级数 正项级数 

例4  判别级数的敛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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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原级数绝对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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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级数是一个交错级数,  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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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判别一般项级数的发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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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利用级数收敛的必要条件可证明: .0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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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习例    

例8   判别下列级数是绝对收敛,条件收敛,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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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7   判别级数的敛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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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7   判别级数的敛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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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8  判别下列级数是绝对收敛,条件收敛,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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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原级数绝对收敛.  

1

2 100
(1) ( 1) ( ) ;  

3 1

n n

n

n

n













1

2
cos

3(2) ; 
2n

n

n
n










解  考虑  
1

2
cos

3
,

2n
n

n
n








 ,
22

3

2
cos

  
nn

n

n
n






且

,
21




n
n

n
对于

n

n

u

u
n

nnn

n

n

2

2

1
limlim

1
1 









,1

2

1


故原级数绝对收敛.  



1

1
,

2 1n n



 
 此级数发散.  

,
1)1(2

1

12

1




 nn
但 ,1 nn uu即

,0
12

1
limlim 




 n
u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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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正项级数审敛法 

必要条件 0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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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判别法 

部分和极限 

1

内容小结  

发    散 



2. 利用绝对收敛定理和莱布尼兹判别法讨论任
意项级数的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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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条件收敛

则知它若收敛断它是否收敛再用莱布尼兹审敛法判否则

判断它是否绝对收敛先用正项级数的审敛法对任意项级数

    此次课内容较多，数项级数敛散性判别法
的重点，难点全在这部分，要求学生必须熟记
如下定理：比较审敛法、比较审敛法的极限形
式、比值审敛法和柯西判别法（这些定理只适
合于正项级数）；莱布尼兹判别法（适当于交
错级数）；任意项级数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
这些判别法在运用过程中不能混用，学生可以
通过练习熟练掌握其中的知识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