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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关于 五次方阶数列及其性质

王 晓梅

西北 大学 数学 系 ， 陕西 西 安

摘 要 对任 意正 整数 几
， 设 表示 五次方数 列 ，

即

而 五次 方 阶数 列 定义 为 最小 的正整数 ； 使得

本文 的 主要 目 的 是利 用 初等 方 ▲研 究数 列 知 的计算 问题 ，
并给 出 了 的

具体表示 形式 从而 证 明 了 两个结论 ： 数列 中 除 了 第
一

项外 ， 其余项 都是偶

数 在数 列 中 存在 无 限多 个完全 四 次方幂 文章 的 最后就一般 的 次 方阶数

列 （其 中 为 素数 ， 给 出 了相 应 的 结论

关键词 ： 五次 方阶数列
；
同 余性质 次 方阶数列

引言及结论

对任意正整数 设 表示 立方数列 即 而

立方阶数列 定义为最小的正整数 知 ， 使得 々 这一数列是 日 本学者

博士在文献 中引入的 同时他研究了该数列的性质 ， 并提出了两个有

意义的猜想 ：

猜想 数列 中除了第
一

项外 ， 其余项都是偶数
；

猜想 在数列 知 中存在无限多个完全平方数

丁争尚在文献 中研究了上述两个问题 ， 并证明了它们的正确性 有关的工作也可以在

文献 中查到
，
这里不再

一一

列举 然而 对于更
一

般的 次方阶数列 至

今还没有人研究，
至少在现有的文献中没有看到 本文主要针对 五次方阶数

列的性质进行了研究 ，
而且认为这是有意义的工作

， 它对更
一

般的 次方阶

数列性质的研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 为此 我们首先利用初等方法研究了 的计算问题 ， 并

给出了 知 的精确计算公式 即就是证明了下面的 ：

定理 对任意正整数 定义 为最小的正整数使得 则

我们有表示式 ：

如果 或者 或者 或者

如果 或者 或者 或者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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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显然由此定理我们立刻推 出下面两个结论 ：

数列 中除了第
一

项外， 其余项都是偶数
；

在数列 中存在无限多个完全四次方数

对
一

般的奇素数 ， 我们也可以给出
一

般性的结论 ， 也就是下面的 ：

定理 对任意正整数 ， 定义 为最小的正整数使得 则

我们有表示式 ：

如果 其中

如果 其中

如果 —

如果

显然当 时由我们的定理 立刻推出文献 中的结论 所以我们的结果是文献

的进
一

步推广和延伸 当然利用本文的方法我们还可以处理 为合数的情况 ，
只是在这种情

况下合数越大 分的类越多 计算越复杂 因而这里没有深入考虑

定理的证明

这节我们直接给出定理 的证明 文中所用到的初等数论知识在文献 及文献 中均

可以找到 ， 这里不再重复 首先给出结论 （⑷ 的简单证明

事实上对任意正整数 〉 设 是最小的正整数 ， 使得

则由 （ 式及二项式定理可得

— — — ― — ― —

由上式立即推出
一

定为偶数 所以当 时
一

定是偶数 于是就证明了结论

为计算 的具体值， 我们继续应用 同余式 （ 及二项式定理并注意 为偶数可得 ：

十 没 扣

注意到 为偶数 ， 则有 列同余式成立 ：

誉

—

誉

一

由上式也可以推出同余式

三

我们分几种情况讨论：

当 时， 由 式即可推出 ， 其中 为任意正整数 将

代入 ⑵ 式可得

尝
— — — —



2 0 期 王晓梅 ： 关于 五次方阶数列及其性质

由 于 为偶数， 所以 当 为偶数时 ， ⑷ 式的最小正整数解为 此时注意

到
， （ ，

， 从而

或者 或者 或者

其中 为任意非负整数 所以 当 为形如 或者 或者 或者 的正

整数 （其 中 为任意非负整数 ） 寸， 满足 的最小正整数 为

同样当 为奇数时 注意到 为偶数 所以 ⑷ 式的最小正整数解为

此时注意到 （ 从而

或者 或者 或者

其中 为任意非负整数 所以 当 为形如 或者 或者 或者 的正整

数 （其中 为任意非负整数） 时 ， 满足 三 的最小正整数 为

当 （ ， 时
，
即就是 时， 由 （ 式即可推出 其中 为任意

正整数
，
将 代入 （ 式可得

— — — — —

士
— — —

显然当 为偶数时 ， 式的最小正整数解为 ，
此时注意到 即

就是 所以当 为形如 的正整数 （其中 为任意非负整数） 时， 满足

的最小正整数 为

而当 为奇数时， 注意到 为偶数 所以满足 式的最小正整数解为

此时注意到 （ ，
， 即就是 ， 所以当 为形如 的正整数 （其

中 为任意非负整数 ）
满足 的最小正整数 为

由于 ， ，
， ，

，
，

覆盖了所有的 自然数， 从而结合以上几种情况

完成了定理 的证明

仿照定理 的证明过程 我们同样可以推出定理 也可以给出 次方阶数列的两个结

论：

数列 中除了第一项外 其余项都是偶数
；

在数列 中存在无限多个完全 — 次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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