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  题  4.3  导数四则运算和反函数求导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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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求下列函数的导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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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求曲线 在 (e 处的切线方程和法线方程。 y x= ln , )1

解  因为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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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线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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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 取何值时，直线a y x= 能与曲线 y xa= log 相切，切点在哪里？ 

解 设切点为 ，由于),( 00 xx xy = 是 ( ) logay f x x= = 的切线，其斜率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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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求曲线 n（ ）上过点 ( , 的切线与y x= +∈Nn )1 1 x轴的交点的横坐标 ，

并求出极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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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轴交点的横坐标为 1
n

nx
n
−

= ，因此  

en
nxy n

nnn

1)1(lim)(lim =
−

=
∞→∞→

。 

7. 对于抛物线 ，设集合 y ax bx c= + +2

       ； }),(|),{(S1 切线可以作该抛物线的两条过 yxyx=

       ； S {( , )| ( , )2 = x y x y过 只可以作该抛物线的一条切线}

       ， S {( , )| ( , ) }3 = x y x y过 不能作该抛物线的切线

   请分别求出这三个集合中的元素所满足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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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不妨设 ，抛物线开口向上。过 可以作该抛物线 0≠a 0>a ),( yx

两条切线当且仅当 在该抛物线的下方，即 。同理当 ),( yx cbxaxy ++< 2

0<a 时, ，因此 cbxaxy ++> 2

{ }0)(|),( 2
1 >−++= ycbxaxayxS 。 

   过 只可以作该抛物线一条切线当且仅当 在该抛物线上， ),( yx ),( yx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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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⑴  设 在 处可导， 在f x( ) x x= 0 g x( ) x x= 0 处不可导，证明

在c f x c g x1 2( ) )+ ( 2( 0c ≠ ) x x= 0处也不可导。 

   ⑵ 设 与 在 处都不可导, 能否断定 在

处一定可导或一定不可导？ 

f x( ) g x( ) x x= 0 ))( 21 xgcxfc (+

x x= 0

解 （1）记 ))()( 21 xgcxfcxh (+= ，当 02 ≠c 时，如果 在 处可导，

则 在

)(xh x x= 0

21 /)]()([)( cxfcxhxg −= x x= 0处也可导，从而产生矛盾。 

（2）不能断定。如 )()( xfxg = x= ，当 21 cc −= 时， ))( 21 xgcxfc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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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c −≠ ))( 21 xgcxfc (+ 在 0=x 处不可导。 

9. 在上题的条件下，讨论 在f x g x( ) ( ) x x= 0处的可导情况。 

解  函数 在 处可导，( )f x c= 0x = ( ) | |g x x= 在 0x = 处不可导，则

当 时在 处可导，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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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c = 0x = 0c ≠ 时在 0x = 处不可导。 

 函数 在( ) ( ) | |f x g x x= = 0x = 处都不可导，但 2( ) ( )f x g x x= 在 处可

导。函数 在

0x =

( ) ( ) sgn | |f x g x x= = 0x = 处都不可导， ( ) ( ) sgn | |f x g x x= 在 0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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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也不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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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

21 22 2

1 2

( ) ( ) ( )
( ) ( ) ( )

( ) ( ) ( )

n

n

n n nn

f x f x f x
f x f x f xd

dx
f x f x f x

 

1 2

1 2

( )
1 2( 1) ( ) ( ) ( )n

n

N k k k
k k nk

d f x f x f x
dx

= −∑  

1 2

1 2 1 2

1 2

( )
1 2 1 2

1 2

( 1) [ ( ) ( ) ( ) ( ) ( ) ( )

( ) ( ) ( )]

n

n n

n

N k k k
k k nk k k nk

k k nk

f x f x f x f x f x f x

f x f x f x

′ ′= − + +

′+

∑  

11 12 1

21 22 2

1 2

' ( ) ' ( ) ' ( )
( ) ( ) ( )

( ) ( ) ( )

n

n

n n nn

f x f x f x
f x f x f x

f x f x f x

= +

11 12 1

21 22 2

1 2

( ) ( ) ( )
' ( ) ' ( ) ' ( )

( ) ( ) ( )

n

n

n n nn

f x f x f x
f x f x f x

f x f x f x

+  

11 12 1

21 22 2

1 2

( ) ( ) ( )
( ) ( ) ( )

' ( ) ' ( ) ' ( )

n

n

n n nn

f x f x f x
f x f x f x

f x f x f x

+  

11 12 1

1 2
1

1 2

( ) ( ) ( )

( ) ( ) ( )

( ) ( ) ( )

n

n

k k kn
k

n n nn

f x f x f x

f x f x f x

f x f x f x

=

′ ′ ′= ∑ 。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