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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选题的意义及国内外发展状况：
实数是我们数学专业学生最熟悉的陌生人，当然实数的一些性质被其他人员认为是理

所当然的一件事，可是实数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实数理论是微积分第一第二基本定理的理论根基，如果根基都不牢靠，那建立在根基上

的高楼大厦就有一下子倒塌的危险。

2500年前，相传毕氏的门徒在做正五边形，发现了对角线之不可公度的事情，即发现了

不是有理数的数。到 1872年，经历了大概 2000多年的时间，伟大的数学家们才真正明白

实数是什么，1670年代，牛顿和莱布尼茨先后发表微积分论文，数学进入了另一个纪元，

繁荣的背后，尽是心酸，微积分基础没有打牢，经过 200年左右的时间，才建立严格的微

积分理论体系，即实数理论的完备化，可见实数理论的重要性。

实数的定义形式有很多，但是各种定义是不是合理的，定义出来的实数具有的性质有没

有继承有理数所具有的性质，抽象代数中的完备有序域的唯一性可以给一个肯定的回答。

如果没有实数理论，怎么证明长方形的面积等于长乘以宽，长方形的面积公式出现在小

学课本里，他欺骗了我们，我们浑然不知，居然信以为真，并让我们使用时感到理所当然，

无可厚非。

实数理论在国内的课本里，通常以实数的完备性定理，即确界原理或者单调有界数列存

在极限开始，接着展开闭区间套，聚点定理，致密性定理，紧致定理，以等价命题的形式

证明实数的完备性，但是，实数是什么，鲜有提及，就连一向严谨的俄国人，讲的也不甚

透彻，卢丁的数学放在第一章附录里，目前实数理论是一个不活跃的讨论对象，但是实数

理论的价值相当重要。

就像欧式几何建立在五条公设之上那样，实数理论也建立在实数与数轴上的点一一对应

这条公设上。

研究内容：

一 实数理论的重要性

二 实数的建构

1 戴德金对实数的建构

2 康托，梅莱对实数的建构

3 十进制，连分数的表示

4 完备有序域，即阿基米德有序域的唯一性，即各种建构出来的实数系统具有同构的

性质

5 实数具有的性质 稠密性 两相异实数之间有有理数 两相异实数之间有无理数等等

6 实数的完备性等价定理

三 实数理论建构的启示



研究方法、手段及步骤：

论文采取理论研究，查找文献，网络搜索，请教老师等多种手法，坚持独立思考，自觉

完成论文。

1 熟悉掌握实数理论

2 查找相关文献，搜索相关知识

3 请教老师

4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5 向老师及时汇报论文进展，完成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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