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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中，数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是学习和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必不可少的基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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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and social life, mathematics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and is 

also an essential basic tool for learning and researching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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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学是一门奇妙的学科，通过学习数学可以使得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有所提高，本文的目的是增加读者对于数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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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im (2 ) lim

2 2n n
Si n

n
ππ

π→∞ →∞
= − ，所以就有 lim ( )

2x
Si x π

→∞
= ；

因为
( )lim 1
( )x

f x
g x→∞

= ， 就有 a F∃ ∈ 使得 ( ) ( )f a g a≈ [1]。所以有

a F∃ ∈ ，使得
1(2 )

2 2
Si a

a
ππ

π
≈ − ；其中 a N +∈ 。F为一不确定但存

在的区间。

证 明： 设
0

( ) sin coss s xw s x xe dx
+∞ −= ∫ ,于 是 就 有

2

( 1)( ) ( 2)
4 1
s sw s w s

s
−

= −
+ ， 其 中  00

(0) | 1x xw e dx e
+∞ − − +∞= = − =∫ 并 且

0

1(1) sin cos
5

xw x xe d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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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0
( ) sin coss s xw s x xe dx

+∞ −= ∫ ，

则 0
( ) sin cos ( )s s xw s x xd e

+∞ −= −∫
0 0

sin cos | (sin cos )s s x x s sx xe e d x x
+∞− +∞ −= − +∫

1 1 1 1

0
(sin cos sin cos )x s s s ss e x x x x dx

+∞ − − + + −= −∫
1 1 1 1

0
(sin cos sin cos ) ( )s s s s xs x x x x d e

+∞ − + + − −= − −∫
1 1 1 1

0(sin cos sin cos ) |x s s s sse x x x x− − + + − +∞= − −

1 1 1 1

0
(sin cos sin cos )x s s s ss e d x x x x

+∞ − − + + −+ −∫
2 2 4 4

0
[ 2( 1)sin cos ( 1)sin cos (cos sin )]x s s s ss e s x x s x x x x

+∞ − − −= − + + − +∫
2( 1) ( ) ( 1) ( 2) 2 ( 1) ( )s sw s s s w s s s w s= − + + − − − −

2( 1) ( 2) 4 ( )s s w s s w s= − − −

所以 2

( 1)( ) ( 2)
4 1
s sw s w s

s
−

= −
+ 。

00
(0) | 1x xw e dx e

+∞ − − +∞= = − =∫ ，

0 0

1(1) sin cos sin 2
2

x xw x xe dx e xdx
+∞ +∞− −= =∫ ∫

0
1 1(2cos 2 sin 2 ) |

10 5
xe x x− +∞= − + =

建立 sin(2 )nx 与 sin( ( ))x f n+ 的联系

假设
1

1

2 (2 1)( ) sin[ ]
2 2

N

N N

nxf N π
−

−

−
= + ，可以知道有；

21 (1) 2 (2)f f+ =
21 (2) 2 (3)f f+ = ……

21 ( 1) 2 ( )f k f k+ − =

可以知道 (1) sin(2 )f nx= ，

1

1

2 (2 1)( ) sin[ ]
2 2

k

k k

nxf k π
−

−

−
= + ，令 12 2kn −= 即有

4
2log nk = ，

即有
4
2

(2 1)(log ) sin[ ]
4

n nf x
n

π−
= + ，这也就建立起了 sin(2 )nx 与

sin( ( ))x f n+ 的联系。

结论

本文通过对高等数学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果，供读

者参考。

参考文献

[1]欧建 .变化中的数学 [J].教育教学创新，2024：118-121.

[2]吴赣昌 .高等数学：上册 [M].第五版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17：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