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全国大学生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数学类）试题及参考解答 

一、选择题（本题共 35 分，共 5 小题，每小题 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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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利用 Taylor 展开公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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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四次齐次函数 ( , , )f x y z 满足
2 2 2

xx yy zzf f f x y z+ + = + +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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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因为四次齐次函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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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 3 2 2( , ) e ( 4) 2 7yf x y x y y+  = − + − − ，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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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系数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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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于 (4,3)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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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答题（本题共 65 分，共 5 小题，每小题 1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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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 f 在 上有三阶导数， (0) (0) (0) 0f f f =  = =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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