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题  16.3 Fourier 级数的性质 

 

⒈  由例 16.1.2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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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因为 在)(xf [ , ]π π− 可积且平方可积，由 Parseval等式， 

2

0

1 1( ) 1f x dx dx
π π

ππ π−
= =∫ ∫

2

1

1 2
2 (2 1n nπ

∞

=

⎛ ⎞
= + ⎜ ⎟−⎝ ⎠

∑ )
， 

所以 

1
2 1 2

1 ( )nn −=

∞

∑
211

2 2
π⎛ ⎞⎛ ⎞
⎟
⎠

= −⎜ ⎟⎜
⎝ ⎠⎝ 8

2π
= 。 

 2



5．利用例 16.1.2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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