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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eyszig - Introductory Functional Analysis with Applications泛函分析介绍及应用》介绍

                     这本书的目的。泛函分析在应用科学以及数学本身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在学习的早期阶段就把学生介绍到这个领域变得越来越有必要。本书旨在使读者熟悉功能分析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及其应用。由于教科书应该是为学生编写的，我一直在努力使该领域的基本部分和相关的实际问题在高年级本科生或数学和物理的初学研究生轻松掌握的范围内。我希望工科研究生也能从这次演讲中获益。先决条件。这本书是初级的。本科数学背景，尤其是线性代数和普通微积分，是一个充分的先决条件。测度理论既没有假设也没有讨论。不需要拓扑知识；涉及紧凑性的少数考虑是独立的。不需要复杂的分析，除非在后面的一节（第。7.5），这是可选的，因此很容易省略。附录1中提供了进一步的帮助，其中包含了简单的材料，以供审查和参考。因此，这本书应该是可访问的范围广泛的学生，也可以促进线性代数和高级泛函分析之间的过渡。课程。本书适用于一学期课程会议，每周5小时，或两学期课程会议，每周3小时。这本书也可以用于较短的课程。事实上，章节可以省略而不破坏连续性或使书的其余部分成为躯干（详情见下文）。例如：第1章到第4章或第5章的课程很短。第1章到第4章和第7章是一门包括光谱理论和其他主题的课程。内容和安排。图1显示了材料被组织成五个主要部分。III I'r（'j'（/（'（'）----）。斯普希斯“恐龙”们。1到3度量空间赋范与Banach空间的线性算子内积与Hilbert空间！第一章基本定理第四章哈恩巴拿赫定理一致有界性定理开映射定理闭图定理一！我有更多的申请。5到6 I压缩的应用J I逼近理论J I t t谱理论Chaps，7到9基本概念赋范空间上的算子，I紧算子I自伴算子）！无界运算符Chaps。10到11个无界算符量子力学图1。材料希尔伯特空间理论的内容和安排（第3章）先于范数空间和Banach空间的基本定理（第4章），因为它更简单，在第4章中提供了更多的例子，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对从Hilbert空间到一般Banach空间的转换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有更好的认识。第五章和第六章可以省略。因此，在第四章之后，人们可以直接进入其余各章（第7章至第11章）。前言七光谱理论包括在第三章。7到11。这里有很大的灵活性。人们只能考虑第七章或几章。7和8。或者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第七章（第二节）的基本概念上。7.2. 然后立即转到第9章，它讨论有界自伴算子的谱理论。申请书在文中的不同地方都有。第5章和第6章是关于申请的单独章节。可以按顺序考虑，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提前考虑（见图1）：第5章可以在第一章之后立即讨论。第6章可在第3章之后立即审议。第5章和第6章是可选的，因为它们在其他章节中不作为先决条件。第11章是关于申请的另一个单独章节；它涉及无界算符（在量子物理学中），但实际上与第10章无关。演示。这本书中的内容已经形成了在这个国家，在加拿大和欧洲的数学，物理和工程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讲座课程和研讨会的基础。为了给初学者提供方便，在前面的章节中，这个演示非常详细。要求不高的校样通常比稍短但更高级的校样更受欢迎。在一本概念和方法都是抽象的书中，应该特别注意动机。我试着在一般性讨论中这样做，同时也仔细挑选了大量合适的例子，其中包括许多简单的例子。我希望这将有助于学生认识到抽象的概念、想法和技巧往往是由更具体的事物提出的。学生应该看到，实际问题可以作为说明抽象理论的具体模型，可以作为理论产生具体结果的对象，并且可以作为进一步发展的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宝贵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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