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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摘5要!考虑函数项级数和含参变量广义积分的一致收敛性的判别问题$经典的柯西准则判别

法是证明函数项级数和含参变量广义积分一致收敛的有效方法$然而应用柯西准则判别函数项级

数和含参变量广义积分非一致收敛时$对每一个问题都要给出各自具体细致的操作过程$相当的

繁琐$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方法& 经过对经典的柯西准则的表述方式给予改进$利用改进表述的

柯西准则$给出了函数项级数和含参变量广义积分的非一致收敛性的一般性方法$叙述简便$通过

实例说明改进的柯西准则的表述方法的技术指引性和对在具体问题使用中的简洁性$容易掌握并

有利于传播&

关键词!函数项级数#含参变量广义积分#一致收敛性#柯西准则#非一致收敛

中图分类号!A%&&?$ 文献标志码!L

@@函数项级数和含参变量广义积分的一致收敛性的

判别问题是数学分析中的重要内容"经典的柯西准则

判别法是证明一致收敛的常用有效方法
&% MN'

( 在经典

文献&% MN'中"应用柯西准则判别非一致收敛时"是

对每一问题给出一个表述过程"各不相同"表述过程和

具体操作显得有点繁琐"没有形成一套理论方法( 在

综合文献&% M%D'中的思想方法的基础上"发现可以

对经典的柯西准则的表述方式给予改进"利用改进的

柯西准则"给出了证明一些函数项级数和含参变量广

义积分的非一致收敛性的一般性方法"通过大量实例

证明改进的表述方法的技术指引和在具体使用中的简

便性"以理论方法统一的形式传播"达到数学分析学中

应有的理论高度(

% 函数项级数一致收敛柯西准则的改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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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 是证明函数项级数非一致收敛的常用方法"

然而应用此方法时"需要每一个问题就要给出一个具体

的叙述过程"表述非常的繁琐"没有体现出技术指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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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定理 C"在证明函数项级数非一致收敛时"技术

指导路线明确"具有一般性"表述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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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参变量广义积分一致收敛的柯西准则

的改进

@@设函数0!$"#% 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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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有定义"且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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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函数项级数一致收敛的柯西准则的表

述形式给予改进"找到了判别函数列非一致收敛的一般

性方法"利用该方法"对各种问题的解决给出了技术指

引方向"叙述统一简便"达到理论完善高度统一"并有利

于掌握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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