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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的伪 F.Smarandache 函数的一个均值 

王妤 

（西安财经学院 统计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摘要： 对任意正整数 n ，著名的伪 Smarandache 无平方因子函数 )(nZω 定义为最小的正整数 m ，

使得 nmn ，即 { }nmnmmnZ   ,min)( +∈= N∶ω ，同时新的伪 Smarandache 函数 )(nK 定义为

knnmnK +
+

==
2

)1()( ，其中： k 是最小的正整数，使得 mn ．利用初等及解析方法研究复合函

数 ⎟
⎠
⎞

⎜
⎝
⎛ +

−
2

)1()( nnnKZω 的均值问题，并给出了一个的渐近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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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ean value of the new pseudo F.Smarandache function 

WANG Yu 

（School of Statistical，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Xi’an 710100，China） 

Abstract：For any positive integer n ，the famous psedo-Smarandache-squarefree function )(nZω is defined as the 

smallest positive integer m such that nmn . That is， { }nmnmmnZ   ,min)( +∈= N∶ω ．The new pseudo smarandache 

function knnmnK +
+

==
2

)1()( ，where k is the smallest natural number such that mn ．Studied the mean value 

properties of ⎟
⎠
⎞

⎜
⎝
⎛ +

−
2

)1()( nnnKZω by using of the elementary and analytic methods，and gave an asymptotic formula 

for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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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及预备知识 

对任意正整数 n ，著名的伪 F.Smarandache 无平方因子函数 )(nZω 定义为最小的正整数 m ，使得 nmn ， 

即 { }nmnmmnZ   ,min)( +∈= N∶ω ，同时新的伪 Smarandache 函数 )(nK 定义为 knnmnK +
+

==
2

)1()( ，其中：

k 是最小的正整数，使得 mn ．美籍罗马尼亚著名数论专家 F.Smarandache 教授在文献[1]中提到这 2 种函数，

并 建 议 人 们 研 究 它 们 的 性 质 ． 从 )(nZω 的 定 义 可 知 ， 对 于 任 意 正 整 数 n ， 若 n 的 标 准 分 解 式 为
r

rpppn ααα …= 21
21 ，那么 rpppZ …= 21)(ω ．由此不难计算出 )(nZω 的前几个值为： 1)1( =ωZ ， 2)2( =ω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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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ωZ ， 2)4( =ωZ ， 5)5( =ωZ ， 6)6( =ωZ ， 7)7( =ωZ ， 2)8( =ωZ ， 3)9( =ωZ ， 10)10( =ωZ ， 11)11( =ωZ ，

6)12( =ωZ ，…．关于 )(nZω 的算术性质，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如文献[2]中，证明了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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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nZω 与 )(nK 的复合函数的研究似乎没有人做过，至少我们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论文．本文利用

初等及解析方法研究复合函数 ⎟
⎠
⎞

⎜
⎝
⎛ +

−
2

)1()( nnnKZω 的均值问题，并给出了一个的渐近公式． 

2  主要结果及证明 

引理 1[4]  对于任意正整数 n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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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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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对所有素数求积； )(sζ 为

zetaRiemann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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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是离 x 最近的整数，当 x 为半奇数时，取 5.0−= xN ； Nx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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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对于任意的实数 1≥x ，有渐近公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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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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