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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文献[8]中, Li 研究了一个关于 Smarandache 乘法函数 Dm (n)的丢番图方程, 并且给出了方程的全部正整数解. 本文首先指出

文献[8]中的错误, 然后利用 Ljunggren 和 Nagell 关于方程 x
r
-1

x-1 =y
q
的深刻结论, 给出了该类 Smarandache 乘法函数方程的一些正整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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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及主要结论

对 任 意 正 整 数 n 和 m, 其 中 m≥2, 定 义 n 的

Smarandache 乘法函数 Dm (n)为 n 的无 m 次方幂部分,
即

Dm (n) = min
n
d
m ：d

m | n，d∈∈ ∈N (1)

Smarandache 乘法函数 Dm (n)的各类性质 , 被许多

作者研究 (参见文献 [1-8]), 例如, Liu[5], Li[6]研究了 Dm (n)
的渐近公式, 等等.

在文献[7]中, Le 首先研究了关于 Smarandache 乘法函

数 SSC(n)的一个丢番图方程, 其中 SSC(n)定义为 Smaran-
dache 平方余函数, 即 SSC(n) = D2(n). 他求出了方程

SSC(n)r+SSC(n)r-1+…+SSC(n)2+SSC(n)=n，r＞1 (2)
的所有正整数解(n, r).

最近 Li 在文献 [8]中讨论了方程(2)的推广情形 , 即

关于 Smarandache 乘法函数 Dm (n)的方程

D
t+r

m （n）+D
t+r-1

m （n）+…+D
t+2

m （n）+D
t+1

m （n）=n，r＞1 (3)

并给出了方程(3)的所有正整数解(n, r). 然而文献 [8]

中的证明是不完整的, 因为其中的关于丢番图方程

x
r
-1

x-1 =y
q
，x＞1 ，y＞1 ，r＞1 ，q＞1 (4)

的解的引理有误. 事实上, 方程(4)并未完全解决, 目前

只解决了一些特殊情形[9-12]. 例如, Ljunggren[11]求出了方

程(4)在 q=2 时的所有正整数解. Ljunggren[11]和 Nagell[12]

在 3 | r 以及 4 | r 时给出了一些结论. 而在一般情况下,
方程(4)的求解一直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本文利用 Ljunggren 和 Nagell 关于方程 (4)的深刻

结论 , 给出了 该类 Smarandache 乘法 函数方程 (3)的一

些正整数解.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

定理 (i)如果 m≥2 且 2 | m, 则方程(3)仅有正整数

解（m，t，n，r）=（k，t，ak，ak），（2，s，400·7s+1，4），
（2，s，121·3s+1，5），（k，s，（a+1）as+1，2）,
其中 k, s, a∈N, 2 | k, s | k .

(ii)如果 m≥2 且 4 | r, 则方程(3)仅有正整数解

（m，t，n，r）=（k，t，ak，ak），（2，s，400·7s+1，4）
其中 k, s, a∈N, s | k , 4 | ak .

(i)如果 m≥2 且 2 | m, 则方程(3)仅有正整数解

（m，t，n，r）=（k，t，ak，ak），（2，s，343·18s+1，3）
其中 k, s, a∈N, s | k , 3 | ak .

2 定理的证明

首先给出几个引理：
引理 1[11] 若 q=2, 则方程(4)仅有正整数解(x, y, r )

= (7, 20, 4), (3, 11, 5).
引理 2[12] 若 4 | r, 则方程(4)仅有正整数解(x, y,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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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人权，促进法治，防止侦查权的滥用或不当应用。 博

登海默说过：“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乃是约束与限制权

力， 无论是私人权力还是政府权力。 在法律统治的地

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使掌

权者受到一定的行为方式的约束”[9]。 各国的宪法都在

努力限制国家权力对于权利的侵犯，我国也不应例外。

【注 释】

① 参见 2008 年 3 月 10 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最

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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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7, 20, 4, 2).
引理 3[11] 若 3 | r, 则方程(4)仅有正整数解(x, y, r,

q) = (18, 7, 3, 3).
下面我们给出定理的证明.
令 n =um ν, 其中 ν 是无 m 次方幂数, 根据 Smaran-

dache 乘法函数 Dm(n)的定义, 则有 Dm(n) =ν, 于是由方

程(3)可得,
νt（νr-1+νr-2+…+ν+1）=um，r＞1. (5)
如果 ν=1, 则 r=um. 令 u=a, m=k, 其中 k, a∈N, 于

是(n, r) = (ak，ak).
如果 ν>1, 由于 gcd（νt，νr-1+νr-2+…+ν+1）, 则由方程

(5)可得

νt=u
m

1 ，νr-1+νr-2+…+ν+1=u
m

2 (6)

其中 u1 u2 = u.
当 r>2 时, 由引理 1- 引理 3 可得, 若 m=2, 则方程

(6)仅有正整数解(ν, u2, r, m) = (7, 20, 4, 2), (3, 11, 5, 2),
若 4 | r, 则方程(6)仅有正整数解(ν, u2, r, m) = (7, 20, 4,
2), 若 3 | r, 则方程(6)仅有正整数解(ν, u2, r, m) = (18, 7,
3, 3), 因此由 n = um ν 以及方程(6)可得, (6)分别仅有正

整数解(n, r) = (400·7s+1，4), 或者(n, r) = (400·7s+1，4),
(121·3s+1，5), 或者(n, r) = (343·18s+1，3), 其中 s∈N .

当 r=2 时, 我们有

νt=u
m

1 ，ν+1=u
m

2 (7)

令 ν=a, 于是(n, r) =（（a+1）as+1，2）.
在方程(6)中, 由于 u1 是整数 , v 是无 m 次方幂数,

则 t | m. 于是令 t=s, m=k, 代入以上各式即可得定理.
于是定理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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