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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marandache 函数与除数函数的均值问题

郑 璐，高 丽

( 延安大学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 要: 利用初等和解析方法，研究了 Smarandache LCM 函数 SL( n) 与 Smarandache 函数 S( n) 以及

除数函数 δα( n) 的混合函数 δα( n) ( SL( n) － S( n) ) 2 的均值问题，并得到一个较强的渐近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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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及结论

对于任意正整数 n，著名的 Smarandache LCM
函数 SL ( n) 定义为最小的正整数 k 使得 n |［1，2，

…，k］，其中［1，2，…，k］表示 1，2，…，k 的最小公倍

数。由其定义可得: 若 n = pα11 ·pα22 …pαkk 为 n 的标准

分解式，则

SL( n) = max{ pα11 ，pα22 ，…，pαkk }。
这一函数的相关研究很多，许多学者进行了研

究且取得很好的结果［1 － 10］。
对于任意正整数 n，Smarandache 函数 S ( n) 定

义为最小的正整数 m 使得 n |m! ，即 S( n) = min{ m:

m∈ N，n | m! }。这 一 函 数 也 有 许 多 研 究 成

果［6，11 － 14］。
本文主要利用初等和解析方法，研究了 Smaran-

dache LCM 函数 SL( n) 与 Smarandache 函数 S( n) 以

及除数函数 δα( n) 的混合函数 δα( n) ( SL( n) － S( n) ) 2

的均值问题，并得到一个较强的渐近公式。即证

明了:

定理 对任意的实数或复数 α 和实数 x≥3，有

渐近公式


n≤x

δα ( n) ( SL( n) － S( n) ) 2 =

2 (ζ α + )5
2 (ζ )5

2 xα + 5
2

( 2α + 5) lnx +
k

i = 2

ci·xα + 5
2

lni x

+ (O xα + 5
2

lnk + 1 )x
，

其中 ζ( n) 为 Ｒiemann zeta － 函数，ci ( i = 2，3，…，k)

为可计算的常数。

2 相关引理

引理 1［13］ 若 n 的标准分解式为 n = pα11 ·pα22
…pαss ，根据初等数论的方法易知

δα ( n) = nα + ε，

其中 ε 为任意给定的正整数。
引理 2［15］ 设 x≥2 为实数，则有 π( x) = 

p≤x
1

=
k

i = 1

aix
lni x

+ (O x
lnk + 1 )x

，其中 ai ( i = 2，3，…，k) 为可

计算的常数且 a1 = 1。

引理 3 设 p 为素数，m 为正整数，当 m≤槡x时，

则有渐近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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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bi ( i = 2，3，…，k) 为可计算的常数。

证明: 由 Abel 恒等式［16］及引理 2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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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bi ( i = 2，3，…，k) 为可计算的常数。
引理 4 设 p 为素数，则有渐近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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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i ( i = 2，3，…，k) 为可计算的常数。
证明: ∵ δα ( mp2 ) = δα ( m) δα ( p2 )

= δα ( m) ( 1 + pα + p2α ) ，

∴ δα ( mp2 ) p4 = δα ( m) ( p2α + 4 + pα + 4 + p4 )

= δα ( m) ( p2α + 4 + O( pα + 4 ) ) 。
结合引理 3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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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i ( i = 2，3，…，k) 为可计算的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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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理的证明

在和式
n≤x

δα ( n) ( SL ( n) － S ( n) ) 2 中，将区间

［1，x］中所有正整数 n 分为 2 个集合，其中

A = { n: SL( n) = p2 } ;

B = { n: SL( n) = pα，α = 1 或 α≥3}。

若 n∈A 且 n = pα11 ·pα22 …pαss ，则 n = p2m，pm，

pαii ≤p2，i = 1，2，…，s。记 S( pαii ) ≤αi pi 且 αi≤lnn，

由 SL( n) 与 S( n) 的定义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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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i ( i = 2，3，…，k) 为可计算的常数。

对n∈B，若 SL ( n ) = p，则 S ( n ) = p，因 而

δα ( n) ( SL( n) － S( n) ) 2 = 0; 若 SL( n) = pα，α≥3，则

δα ( n) ( SL( n) － S( n) ) 2 = δα ( n) ( pα － S( n) ) 2≤

δα ( n) ( p2α + α2p2 ) ，且 α≤lnn，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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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i ( i = 2，3，…，k) 为可计算的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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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ean Value of the Smarandache Function and
the Divisor Function
ZHENG LU，GAO LI

( 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Yan'an University，Yan'an 716000，China)

Abstract: The elementary and analytic method were performed to study the Smarandache LCM function SL( n) and
Smarandache function S( n) and the mean value problem of δα ( n) ( SL( n) － S( n) ) 2 and a sharper asymptotic for-
mula was proposed．
Key words: Smarandache LCM function; Smarandache function; divisor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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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Series Connection System with
Ｒayleigh Distribution Components

LV JIA
( 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Yan'an University，Yan'an 716000，China)

Abstract: Through cascading the two independent components whose life obeys Ｒayleigh distribution，we give the
definition of series life distribution using the method of minimal value distribution． For density function of the distri-
bution，the properties were discussed，and the image was presented with the Matlab software．
Key words: serial system; Ｒayleigh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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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trix Construction Method of the Conjunction
Magic Square Matrix

HE Min-mei，LIU Xing-xiang
( 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Yan'an University，Yan'an 716000，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basic concept of the matrix and the magic square matrix，we combined both of them to construct
the conjunction magic square matrix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magic square matrix by the method of matrix( n = 2k +
1) ． The prove of them were provided．
Key words: the magic square matrix; the conjunction magic square matrix; matrix; construc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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