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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marandache伪奇数序列与
数论函数的两个渐进公式

刘兴茹　郭金保
(延安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延安 716000)

摘　要　对 Smarandache伪奇数序列与数论函数的均值进行研究 ,利用初等的 、解析的方法得出两个比较有意义的渐进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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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许多数论爱好者对美籍罗马尼亚著名

数论专家 F.Smarandache教授在 1993年所著的

《OnlyProblems, NotSolutions》
[ 1]
一书中提出的 105

个数论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书中第

75个问题 F.Smarandache教授要求对伪奇数序列进

行研究。在文献 [ 2]中给出了一个性质 。本文通过

用解析的方法给出了两个渐进公式 ,我们首先给出

定义 。

Smarandache伪奇数序列:1 , 3, 5 , 7, 9, 10, 11,

12, 13 ,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 ,设 X表示所

有伪奇数的序列。在数列中任意一个正整数 ,如果

将其进行置换包括恒等置换后所得的数字是奇数

的数 ,那么这个数为伪奇数。

定理 1　对任意的实数 x≥1,我们有渐进公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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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φ(x)为欧拉函数。

定理 2　设 x∈ X,对任意的 x≥1,我们有渐进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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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n)表示除数函数;A, B, C表示常数。

1　引理

对任意实数 x∈ X,且 x≥1,我们有渐近公式

∑
n≤x
n∈ X

f(n)=∑
n≤x
f(n)+OAx

ln5
ln10 。

其中 A=max
1≤n≤x

{f(x)}。

证明参考文献 [ 2] 。

2　定理的证明

利用上述引理 ,以及用初等的和解析的方法来

完成定理 1,定理 2的证明 。



定理 1的证明:首先我们引用文献 [ 3]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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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为 φ(n)
n

<1,所以由引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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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1证毕。

定理 2的证明:由 Euler乘积公式
[ 4]
及 d(n)的

定义 ,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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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ζ(s)为黎曼 -zeta函数 , ∏
p
表示对所有的素数

求积 ,结合上式及 porron公式
[ 5]
。设 s0 =0, b=2+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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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移(1)式的积分式至 Re(s)=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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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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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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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则由引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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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2证明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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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ofIntegralDifferentialEquationPeriodicSolutionsofExistence

QIANXue-sen, WANGLiang-long
(AnhuiUniversityMathematicsScienceCollegeofAnhui, Hefei230039, P.R.China)

[ Abstract] 　Aclassofneutralintegro-differentialequationofalmostperiodicsolutionsfortheexistenceand

uniquenessoftheproblemisconsidered.Usingmatrixmeasureandthefixedpointofthemethods, periodicsolu-

tion, andthepromotionoftheexistenceanduniquenessofthemainresultsofrelatedliteraturesareobtainedal-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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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sectionmainlystadysthemeanvalueofSmarandachepsrudo-oddsequencebyusingtheelemen-

taryandanalyticmethods.Twointerestingasymptoticformulasareobtain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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