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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任意正整数 n, Pseudo-Smarandache-Squarefree函数 Zw(n)定义为 Zw(n)=min{m:n

 m
n
, m∈ N}.应用初等方法研究 Zw(n)的值的分布性质 ,并给出两个较强的渐进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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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anypositiveintegern, thePseudo-Smarandache-SquarefreefunctionZw(n)isdefinedas

Zw(n)=min(m:n m
n
, m∈ N).ThemainpurposeofthepaperistostudythearithmeticalpropertiesofZw(n)

bytheelementarymethods, andtooffertwosharperasymptoticformulaefo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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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备知识

对于任意的正整数 n, Pseudo-Smarandache-Squarefree函数 Zw(n)定义为最小的正整数 m,使得 n 

m
n
,即:

Zw(n)=min{m:n m
n
, m∈ N}.

例如:Zw(1)=1, Zw(2)=2, Zw(3)=3, Zw(4)=4, Zw(5)=5, Zw(6)=6, Zw(7)=7, ….

关于 Zw(n)的初等性质 , 许多学者进行过研究 , 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例如 , FeliceRusso
[ 1]
对

Zw(n)进行了研究 ,得出关于 Zw(n)的一些性质:

性质 1　对于任意的素数 p及正整数 k,我们有 Zw(p
k
)=p.

性质 2　对于任意的正整数 n,我们有 Zw(n)≤n.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 Zw(n)的值的分布问题 ,并给出一个较强的渐进公式 ,具体而言就是证明了

下面的结论:

定理 1　设 k≥ 2为给定的整数 ,则对任意实数 x≥ 2,我们有渐进公式:

∑
n≤x
p(n)·Zw(n)=x

3

∑
k

i=1

bi
ln
i
x
+O

x
3

ln
k+1
x
.

其中 bi(i=1, 2, 3… , k)为常数 ,且 b1 =
1

3
.p(n)表示 n的最小素因子.

定理 2　设 k≥ 2为给定的整数 ,则对任意实数 x≥ 2,我们有渐进公式

∑
n≤x
Λ(n)· Zw(n)=x

2

∑
k

i=1

ci
ln
i-1
x
+O x

2

ln
k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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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i(i=1, 2, 3…, k)为常数 ,且 c1 =
1
2
.Λ(n)=

lnp若 n=p
α
, p为素数 , α≥ 1,

0　其它.

2定理的证明

在这一部分 ,我们用初等方法给出定理的证明.

我们先证明定理 1.事实上在和式∑
n≤x
p(n)·Zw(n)中我们将区间 [ 1, x] 分为三个集合 A、B和 C.A:n

=1;B:n=p
α
≤x,其中 p为素数 , α≥ 1;C:n=p

α
p1
α1p2

α2…ps
αs,其中 p和 pi为素数 , p(n)=p, s≥ 1,

α≥ 1, αi≥ 1(i=1, 2, 3, … , s).

注意到 Zw(1)=1, p(1)=0.,我们有:

∑
n≤x
Zw(n)=1 +∑

n∈ B
Zw(n)+∑

n∈ C
Zw(n) (1)

由性质 1我们知如果 n∈ B,我们有:

∑
n∈ B
p(n)· Zw(n)=∑

pα≤x
α≥1

pZw(p
α
)=∑

pα≤x
α≥1

p
2
=∑
p≤x
p
2
+ ∑

2≤α≤lnx
∑
p≤x

1
α

p
2

(2)

设 π(x)=∑
p≤x

1,于是利用 Able求和公式(参阅 [ 2] 中定理 4.2)及素数定理(参阅 [ 3]中定理 3.2):

π(x)=∑
p≤x

1 =∑
k

i=

αix

ln
i
x
+O x

ln
k+1
x

其中 ai(i=1, 2, 3, … , k)为常数 ,且 a1 =1.我们有:

　　　　　　　　　∑
p≤x
p
2
=x

2
π(x)-∫

x

3
2

2tπ(t)dt

=∑
k

i=1

aix
3

ln
i
x
-2∫

x

3
2
∑
k

i=1

ait
2

ln
i
t
+O

t
2

ln
k+1
t
dt+O

x
3

ln
k+1
x

=x
3

∑
k

i=1

bi
ln
i
x
+O x

3

ln
k+1
x

(3)

其中 bi(i=1, 2, 3, …, k)为常数 ,且 b1 =
1
3
.

现在我们估计集合 B中的误差项.注意到 π(x)≤x,我们有:

∑
2≤α≤lnx
∑
p≤x

1
α

p
2
 ∑

2≤α≤lnx
∑
p≤x

1
2

p
2
 xπ(x

1
2 )
lnx x

3
2

lnx (4)

结合(2)、(3)和(4)式 ,我们有:

∑
n∈ B
p(n)·Zw(n)=x

3

∑
k

i=1

bi
ln
i
x
+O x

3

ln
k+1
x

(5)

注意到当 n∈ C时有 p(n)< n.由性质(1)、(2)我们有:

∑
n∈ C
p(n)·Zw(n) ∑

n≤x
p(n)·Zw(n) ∑

n≤x
n· n x

5
2 (6)

结合(1)、(5)、(6)我们有:

∑
n≤x
p(n)·Zw(n)=x

3∑
k

i=1

bi
ln
i
x
+O

x
3

ln
k+1
x

这样我们就证明了定理 1.

下面我们证明定理 2.

由性质 1和 Λ(n)的定义我们有:

∑
n∈ B
Λ(n)· Zw(n)=∑

pα≤x
α≥1

p· lnp=∑
p≤x
p·lnp+ ∑

2≤α≤lnx
∑
p≤x

1
α

p· ln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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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x
p· lnp=xlnxπ(x)-∫

x

3
2

(lnt+1)π(t)dt

=∑
k

i=1

aix
2

ln
i-1
x
-2∫

x

3
2

(lnt+1)∑
k

i=1

ait

ln
i
t
+O

t
ln
k+1
t
dt+O x

2

ln
k
x

=x
2

∑
k

i=1

ci
ln
i-1
x
+O x

2

ln
k
x

(8)

其中 ci(i=1, 2, 3, … , k)为常数 ,且 c1 =
1
2
.

现在我们估计集合 B中的误差项.我们有:

∑
2≤α≤lnx
∑
p≤x

1
α

plnp ∑
2≤α≤lnx
∑
p≤x

1
2

plnp x
1
2 π(x

1
2 )lnx

1
2  xln

2
x (9)

结合(8)、(9)我们有:

∑
n∈ B
Λ(n)· Zw(n)=x

2

∑
k

i=1

ci
ln
i-1
x
+O x

2

ln
k
x

(10)

显而易见当 n=A或 n∈ C时 , Λ(n)=0.因此我们有:

∑
n∈ A
Zw(n)+∑

n∈ C
Zw(n)=0. (11)

结合(10)和(11),我们很容易得出下列渐进式:

∑
n≤x
Λ(n)· Zw(n)=x

2

∑
k

i=1

ci
ln
i-1
x
+O

x
2

ln
k
x

这样我们就证明了定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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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影响因子 5年来持续增长

据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中心(清华同方)发布的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年度报告(2008)》, 《昆明

理工大学学报(理工版)》2007年的影响因子达到 0.535 ,总被引频次达到 704,分别比 2006年增长 20.2%

和 18.3%。

通过对本刊 2002 ～ 2007年的影响因子 、被引频次的统计 (见附表), 5年中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39.6%和 45.8%。另外 ,本刊的被引频次中 ,近两年的他引率达到到 94% ～ 96%,表明本刊自引比例很

低 ,影响因子具有很高的客观真实性 。

附表 2002 ～ 2007年本刊影响因子 、被引频次及他引率

年　度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年均增长率 /%

影响因子 0.1008 0.3326 0.343 0.400 0.445 0.535 39.6

被引频次 107 263 408 527 595 704 45.8

他 引 率 0.91 0.77 0.90 0.92 0.96 0.94 -

(学报编辑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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