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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 Smarandache数列的均值
杨　明　顺

(渭南师范学院数学与信息科学系 ,陕西　渭南 714000)

摘要:利用初等方法研究了 2个 Smarandache数列 a(n)和 b(n)的渐近性质 , 其中 a(n)表示不超过 n的最大

平方部分 , b(n)表示不小于 n的最小平方部分 , 给出了关于这 2个数列的渐近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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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anValueofTwoSmarandacheSequences

YANGMing-shun

(DepartmentofMathematicsandInformationScience, WeinanTeachersUniversity, ShanxiWeinan714000 PRC)

Abstract:TheasymptoticpropertiesoftwoSmarandachesequencesa(n)andb(n)arestudiedby

usingtheestimationofDirichletcharactersums, wherea(n)isthelargestsquarelessthanorequal

ton, andb(n)isthesmallestsquaregreaterthanorequalton.Twoasymptoticformulaeonthese

twosequencesare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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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任意正整数 n,设 a(n)表示不超过 n的最

大平方部分 , b(n)表示不小于 n的最小平方部

分 。例如:a(1)=1, a(2)=1, a(3)=1, a(4)=

4, a(5)=4, a(6)=4 , …。 b(1)=1, b(2)=4, b

(3)=4, b(4)=4, b(5)=9 , b(6)=9, …。在文

献 [ 1]的第 41个问题中 ,罗马尼亚数论专家 F

Smarandach教授要求研究数列 a(n)和 b(n)的

性质。关于这一问题 ,至今似乎没有人进行过研

究 ,至少还没有看到任何有关它的论文。本文利

用初等方法研究了这 2个数列的均值性质 ,给出

了 2个渐近公式 。

2　结论及证明

　　定理 1:对任一实数 x>1,有渐近公式

∑
n≤x
Ψ(a(n))=2xlnlnx+Cx+O(x

lnx
),

其中 , Ψ(n)表示 n的所有素因数的个数 , C是一

个常数 。

证明:首先证明定理 1。对任一实数 x>1,设

M是一固定的正整数且满足

M
2
≤x<(M+1)

2
(1)

则从 a(n)的定义有:

∑
n≤x
Ψ(a(n))=∑

M

k=1
∑

(k-1)2≤n<k2
Ψ(a(n))+∑

M2≤n≤x

Ψ(a(n))=∑
M-1

k=1
∑

k2≤n<(k+1)2
Ψ(k

2
)+ ∑

M2≤n<x

Ψ(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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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
f
(n)
(ξ)

(n-2)!
(x-x0)

n-2

由于 f
n
(x)在 x0连续 ,只要  x-x0 充分小 , f

n

(x)与 f
n
(x0)同号。

不妨设 f
n
(x0)>0,则 f″(x)与(x-x0)

n-2
同

号 。

当 n为偶数时 , f″(x)在 x0两侧同号 , (x0 , f

(x0))不是拐点;

当 n为奇数时 , f″(x)在 x0两侧异号 , (x0 , f

(x0))是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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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

k=1
2(2k+1)Ψ(k)+O( ∑

M2≤n<(M+1)2
Ψ(M))=

4∑
M

k=1
kΨ(k)+O(MlnM) (2)

这里用到估计式 Ψ(n) lnn。

由文献 [ 2] 可得

∑
n≤x
Ψ(n)=xlnlnx+Ax+O(x

lnx
) (3)

其中 , A是一个常数 。设 B(y)=∑
m≤y
Ψ(m),由 Abel

等式(参阅文献 [ 3] 中定理 4.2)及式(3)可得:

∑
M

k=1
kΨ(k)=MB(M)-∫

M

2
B(y)dy=M(Mln

lnM+AM)-∫
M

2
(ylnlny+Ay)dy+O(

M
2

lnM
)=

M
2
lnlnM +AM

2
- 1

2
(M

2
lnlnM+AM

2
)+

O(
M

2

lnM
)=

1
2
M

2
lnlnM+

1
2
AM

2
+O(

M
2

lnM
)

(4)

利用式(2)、式(3)、式(4)可得:

∑
n≤x
Ψ(a(n))=2M

2
lnlnM+2AM

2
+O

(
M

2

lnM
) (5)

其中 , A是常数。

另一方面 ,从式(1)可得估计式:

0≤x-M
2
<(M+1)

2
-M

2
=2M+1 x

(6)

和

ln2+lnlnM≤lnlnx<ln2+lnln(M+1)

≤ln2+lnlnM+O(
1

x
) (7)

结合式(5)、式(6)及式(7)立即可得:

∑
n≤x
Ψ(a(n))=2xlnlnx+(2A-ln2)x+

O(x
lnx
)

这就完成了定理 1的证明 。

对数列{b(n)},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

定理 2:对任一实数 x>1,有渐近公式

∑
n≤x
Ψ(b(n))=2xlnlnx+Cx+O(

x
lnx
)。

利用证明定理 1的方法 ,也可以得到定理 2

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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