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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穷积分敛散性的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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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判别反常积分 

解: 

的敛散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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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界函数的反常积分可转化为无穷限的反常积分. 

二、无界函数积分敛散性的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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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判别法极限形式2 , 椭圆积分收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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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比较判别法2, 所给积分绝对收敛 . 

则反常积分  



内容小结 

 1. 两类反常积分的比较判别法和判别法极限形式. 

 2. 若在同一积分式中出现两类反常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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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函数 

1.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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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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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左端的积分可用  函数来计算. 例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