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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marandache LCM 函数的 β 次混合均值

张利霞，赵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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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初等及解析的方法，研究 Smarandache LCM 函数 SL( n) 与最大素因子函数 P( n) 之差的 β 次方的值分布问

题，并给出一个有趣的渐进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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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β-th hybrid mean value of the Smarandache LCM function
ZHANG Lixia，ZHAO Xiqing

(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Yan’an University，Yan’an 716000，China)

Abstract: The β-th value distribution problem of F． Smarandache LCM function SL ( n) and the biggest
prime divisor function P( n) is studied by using the elementary and analytic method，and give an interesting
asymptotic for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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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及结论

对于任意正整数 n，著名的 F． Smarandache LCM 函数定义为最小的正整数 k 使得 n |［1，2，…，k］，即

SL( n) = min{ k: k∈N，n |［1，2，…，k］} ． 若 n 的标准分解为 n = pα11 ·pα22 ·…·pαkk ，则由 SL( n) 的定义易

得 SL( n) = max{ pα11 ·pα22 ·…·pαkk } ． P( n) 定义为正整数的最大素因子．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 SL ( n) 和 P ( n) 的性质进行了研究并获得了许多有意义的结果，例如在文献

［1］中研究了均方差( SL( n) －珚Ω( n) ) 2 的均值分布问题，证明了对给定的整数 k≥2，对任意实数 x≥2，

有渐进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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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i ( i = 2，3，…，k) 为可计算的常数．
在文献［2］中研究了复合函数 SL( Z( n) ) 的均值，并得到一个较强的渐进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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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bi ( i = 2，3，…，k) 为可计算的常数，Z( n) 为著名的伪 Smarandache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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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献［3］中研究了函数 SL( n) 在 2p + 1 和 2p － 1 上的下界估计，给出了当 p≥17 时，有较强的估计

SL( 2 p + 1) ≥10p + 1; SL( 2 p － 1) ≥10p + 1．
在文献［4］中研究了 S( n) 和 P( n) 的均方差的均值分布，对于任意的实数 x≥3，β ＞ 1 有渐进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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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献［5］中研究了 S( n) 与 P( n) 之差的 β 次方的值分布问题，给出了当 x≥3，β ＞ 1 时的渐进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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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献［6］中研究了 SL( n) 和 P( n) 的均方差的均值分布问题，给出了渐进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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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献［5］的启发，应用与上述文献相同的方法，对文献［6］中结论进行了推广和延伸，主要研究

Smarandache LCM 函数 SL( n) 与最大素因子函数 P( n) 之差的 β 次方的值分布问题，给出了较强的渐进

公式，具体结果如下．
定理 1 设 k ＞ 1 是给定的正整数，则对任意的实数 x≥1，当 β≥1 时，有渐进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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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ζ( n) 为 Ｒiemann Zeta-函数，ci ( i = 2，3，…，k) 为可计算的常数．

1 定理的证明

将区间［1，x］中的所有正整数 n 分为以下 4 个子集合 A，B，C，D． 集合 A 满足 P( n) ＞槡n，n = m·

P( n) 且 m ＜ P( n) ; 集合 B 满足 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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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集合 A 和 B 的定义易得 SL( n) = P( n)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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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任意的 k( 1≤k≤2β － 1)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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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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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集合 D 的定义可设 SL( n) = pa． 若令 a = 1，则有 SL( n) = p = P( n) ，即 SL( n) － P( n) = 0． 若

设 a≥2，且由 P(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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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1) ～ ( 3) 式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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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i ( i = 2，3，…，k) 为可计算的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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