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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marandache函数两个方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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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师范学院数学与信息科学系 ,渭南 714000)

摘　要　对于 n∈ N, ω(n)表示 n的所有不同的素因数的个数 , s(n)是 Smarandache可乘函数。研究了方程 s(n)=2ω(n)和

方程 s(n2)=2ω(n2)的可解性 , 并给出它的正整数解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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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n∈N,设 n的标准分解式为:n=p1
a1p2

a2

…pk
ak,则 ω(n)是 n的所有不同的素因数的个数 。

在参考文献 [ 1]中 ,定义了一个新的 Smarandache可

乘函数 ,它定义为;对于 n∈N, s(1)=1,当 n>1 ,

且 n=p1
a1 p2

a2 …pk
ak为 n标准分解式时 , s(n)

=max{p1a1 , p2a2 , …, pkak}。

参考文献 [ 2]研究了 Smarandache方程 s(n)=

φ(n)的整数解 ,参考文献 [ 3]研究了方程 φ(n)=

2
ω(n)
的整数解 ,本文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方程 s(n)=

2
ω(n)
及 s(n

2
)=2

ω(n2)
的解 ,即完成了下面的定理:

定理 1　设 n∈ N+,方程 s(n)=2
ω(n)
有无数个

整数解 ,其解为:

其中 pi为大于等于 3的素数。

定理 2　设 n∈ N+, 方程 s(n
2
)=2

ω(n2)
有无数

个整数解 ,其解为其中 pi为大于等于 3的素数。

2　定理的证明

为了完成定理的证明 ,引入以下几个引理:

引理 1
[ 4]
　(算术基本定理)任一大于 1的整数

a能表示成素数的乘积。

引理 2　p为大于等于 3的素数 , a为任意正整

数 ,则 pa≠2
k
, k∈ N+。

证明假设 pa=2
k
,记 m=pa, n=2

k
,则由引理 2

知:a=p1p2…pn, ∴m=pp1p2…pn又∵m=n∴p=

p1 =p2 =… pk =2, 与 p是素数矛盾 , 故;pa≠

2
k
, k∈ N+。

对定理 1进行归纳总结。
[ 2, 3, 5]

)。

当 n=1时 ,显然是 s(n)=2
ω(n)
的解 。

设 n=2
m
p1
a1p2

a2…pk
ak, 3≤p1≤p2≤…≤pk, 0≤

k≤n。

若 m=0,则 n=p1
a1 p2

a2…pk
ak,此时 s(n)=

max{piai}, 2
ω(n)

=2
k
, 由引理 2知 k无整数解 ,

s(n)=2
ω(n)
无整数解 。

若 m≠0,则 s(n)=
2m, 2m≥piai

piai, 2m<pai
2
ω(n)
=2

k+1
。

(1)如果 s(n)=piai,则由引理 2知 piai≠2
k+1
,

k∈ N+, ∴方程无整数解。

(2)如果 s(n)=2m,则:

m=1, 2m=2 ×1=2
k+1
 k=0, 所以 s(2)=

2
ω(n)
=2

1
, ∴n=2是方程的解;

m=2, 2m=2×2=2
k+1
 k=1,此时 n=2

2
×3

是方程 s(n)=2
ω(n)
的解;

m=3, 2m=2 ×3=2
k+1
k无整数解 ,所以方程

s(n)=2
ω(n)
无解;

m=4, 2m=2×4=2
k+1
 k=2,此时 n=2

4
×



3×5或 n=2
4
×3

2
×5或 n=2

4
×5×7或 n=2

4
×3

2

×7或 n=2
4
×3×7均是方程 s(n)=2

ω(n)
的解;

m=5, 6, 7, 2m=2
k+1
k,无整数解 , 所以方程

s(n)=2
ω(n)
均无解;

m=8 , 2m=2×8=2
k+1
 k=3。

此时 n=2
8
p1
a1p2

a2p3
a3  quad(p1a1 , p2a2 , p3a3≤

16)是方程 s(n)=2
ω(n)
的解。

依次类推 ,我们猜想 s(n)=2
ω(n)
的整数解为:

其中 pi为大于等于 3的素数。

以下我们来证明所求 n的就是方程 s(n)=

2
ω(n)
的解 。

证明:n=1显然是方程 s(n)=2
ω(n)
的解;

n=2
m
p1
a1p2

a2…pN
aN(m=2

N
, piai≤2m);

左边 =s(n)=2m=2 ×2
N
,右边 =2

ω(n)
=2

N+1
。

所以:左边 =右边 ,即 s(n)=2
ω(n)
,于是就完成了定

理 1的证明。

定理 2的研究方法与定理 1的方法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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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EquationsInvolingtheSmarandacheFunctionandItsSolutions

CHENBin, LIBao-ying
(DepartmentofMathematicandInformationScience, WeinanTeachersUniversity, Weinan714000, P.R.China)

[ Abstract] 　 Foranygivenpositiveintegern≥1, ω(n)isdefinedtobethenumberofdifferentprimedivisorof

n.s(n)isaSmarandachemultilicativefunction.Thesolvabilityoftheequationsofs(n)=2
ω(n)
ands(n

2
)=2

ω(n2)

arestudied, andallitssolutionsare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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