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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高等数学和数学分析中二元函数可微的充分条件进行了研究，将条件减弱，得到了新的二元

函数可微的充分条件，它揭示了二元函数偏导数存在与可微性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实例说明了函数可微的

判定方法。

关键词：偏导数；全微分；连续；可导；可微

中图分类号：O17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833(2012)01-0010-03

A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Binary Function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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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binary function differentiation in advanced mathematics and mathematical
analysis are studied. With the conditions weakened, obtains the condition of a new binary function differentiation, which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nary function partial derivatives and differentiability. And illustrates the differentiability
of function with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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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微积分是数学历史中的一个巨大创造，也是高

等数学和数学分析的核心内容。

微积分始终是数学教学改革中最活跃的领域之

一。美国的微积分教学改革，使他们的微积分教学

充满活力，它力在注重本质，能帮助学生加深对微

积分思想的深刻理解并获得创造性方法。中国的教

育工作者也在坚持不懈地进行微积分的教学改革，

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笔

者在高等数学及数学分析学习与教学中，坚持反思

和批判性地学习，并把这种思维的过程应用到教学

中，带动学生积极思考，从而批判性地接受传统知

识，这对学生的成长是有益的。

受文献[1-5]的启发并结合笔者多年的学习和教
学经验，对二元函数的可微条件进行了研究，得到

了一个较弱条件下的二元函数可微的结论。

1 预备知识

定义1[5] 二元函数u=f(x,y)中，把y看作常量，这
时它是 x的一元函数，若对 x求导，所得的导数称为
二元函数 f(x,y)关于 x的偏导数，记为 fx(x,y) ；同样，
二元函数关于 y的偏导数记为 fy(x,y)。
定义 2[5] 若二元函数 u=f(x,y)的全改变量Δu可

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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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A, B与Δx，Δy无关，仅与 x, y有关，则称函数

f(x,y)在点(x,y)可微。

定理 1[5] 若 及 在点 的某邻域

内存在，且在该点连续，则函数u=f(x,y)在该点可微。

2 结论

将定理 1中函数可微的充分条件减弱，得定理 2。

定理 2 若 在点(x,y)的某邻域内存在，且

在该点连续， 在点(x,y)存在，则函数 u=f(x,y)在
该点可微。

证 函数u=f(x,y)的增量

由已知条件 在点(x , y )的某邻域内存在，
并根据拉格朗日中值定理得

，

                                                                                              （1）
其中 0＜θ＜1。

因 在点(x,y)连续，即对 ，当

 时，

；

又因 0＜θ＜1，则 ，从而

。           （2）

因 在点(x,y)存在，即对 ，当

时，

。    （3）

因此，对 ，取 ，当

时，有以下 3种情形。

1）当Δx=0，Δy≠0时，根据式（3）有

2）当Δy=0，Δx≠0时，根据式（1）和（2）有

3）当Δx≠0，且Δy≠0时，

由情形 1）知

 
；

又由式（1）和式（2）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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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定理证毕，即

Δu= ，

f(x,y)在点(x,y)可微。

3 实例

例 1 证明函数 在点

(0,0)处可微。

证 当 y≠0时，函数 是初等函

数，则

；

当 y=0时，f(x,y)=0，则
。

因此，

又有

，

，

即fx(0,0)和fy(0,0)存在。

因为 ，即 fx(x,y)在点(0,0)处

连续；

又因为 不存

在，即 fy(x,y)在点(0,0)处存在但不连续。
由此可知，函数 f(x,y)满足定理 2的条件，从而

f(x,y)在点(0,0)处可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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