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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数论函数与最大素因子
函数的混合均值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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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要目的是用初等方法研究了一个 Smarandache函数与最大因子函数的均值 ,并给出了它的一个渐近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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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mainpurposeofthispaperisusingtheelementarymethodstostudythehybridmean

valueinvolvingSmarandachefunctionandthegreatestprimedivisorfunction, andgiveanasymptotic

for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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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及结论

对任意正整数 n,在文献 [ 1]中 Smarandache

函数 V(n)定义为:V(1)=1;n>1时 ,令 n=p
α1
1 p

α2
2

…p
αr
r是 n的标准分解式 ,则 V(n)=min

1≤i≤r
{α1·p1 ,

α2· p2 , … , αr· pr},另外 , P(n)为 n的最大素因

子 。关于函数 V(n)和 p(n),有些学者进行了研

究 ,获得了一些较好的结果。例如 ,沈虹
[ 2]
研究

了 V(n)与 p(n)差的平方均值分布性质 ,并得到

了一个渐近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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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p(n)是 n的最小素因子。徐哲峰
[ 3]
研究了

P(n)的均值分布性质 ,并得到了一个渐近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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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ζ(n)为 Riemannzeta-函数 , S(n) =

min{m：  m!}。Chenjianbin
[ 4]
利用初等方法证

明了对任意的实数 x>1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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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SL(n)=min{k：n [ 1, 2, …, k] }。

本文利用初等的方法研究了 V(n)与 P(n)

的一个混合均值分布 ,并给出了一个渐近公式 。

定理:∑
n≤x
V(n)P(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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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i=(i-1)!为可计算的常数。

2　2个简单引理

为了完成定理的证明 ,需要下面这 2个简单

引理。

引理 1:设 x>1是实数 ,则有:

π(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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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i=(i-1)!。

证明:参阅文献 [ 5] 的 §3.1的定理 3.2。

引理 2:设 p是素数 ,则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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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由引理 1及文献 [ 6]中 Abel恒等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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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完成了引理 2的证明。

3　定理的证明

对任意的正整数 n>1,令 n=p
α
1

1 p
α
2

2 …p
α
r
r是

n的标准分解式 。把区间 [ 1, x]的所有正整数 n分

成如下两部分:

A:ω(n)=1 ,即就是所有 n=p
α
≤x的正整

数 ,其中 p是素数 , α是任意正整数;

B:ω(n)≥ 2,其中 ω(n)表示 n的不同素因

子的个数。

下面逐一进行计算:

(1)当 n∈ A时 ,此时可设 n=p
α
≤x,则有

V(n)=α·p,从而由引理 1及引理 2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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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引理 2及 Abel恒等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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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式(2)和式(3)代入式(1),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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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 n∈ B时 ,此时设 V(n)=α· p, n=

mp
α
,且 p≤P(n),从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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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式(1)和式(2)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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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完成了定理的证明。

参考文献:
[ 1] 　SmarandacheF.OnlyProblems, NotSolutions[ M] .

Chicago:XiquanPublishingHouse, 1993.

[ 2] 沈　虹.一个新的数论函数及其它的均值分布性质

[ J] .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学报 , 2007, 23(2):235

-238.

[ 3] 徐哲峰.Smarandache函数的均值分布性质 [ J] .数

学学报 , 2006, 49(5):1009-1012.

[ 4] ChenJianbin.ValuedistributionoftheF.Smaran-

dacheLCMfunction[ J] .ScientiaMagana, 2007, 3

(2):15-18.

[ 5] 潘承洞 ,潘承彪.素数定理的初等证明 [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1988.

[ 6] TomM.ApostolIntroductiontoAnalyticNumberThe-

ory[ M] .NewYork:Springer-Verlag, 1976.

·279·第 2期　　　　　　贺艳峰等:一个数论函数与最大素因子函数的混合均值公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