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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序列{ } { }13,26,39,412,515,618,721,na =  称为 F.Smarandache 3n 数字序列，是指对任意的

整数 { }nb a∈ ，其数字都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后一部分的数值是前一部分的三倍．本文主要研究
na

n

的均值并给出它的渐近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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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结论

对 任 意 的 整 数 n ， 著 名 的 F.Smarandache 3n 数 字 序 列 定 义 为 { } {13,26,39,412,515,618,721, }na =  ，

即对任意的整数 { }nb a∈ ，其数字都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后一部分是前一部分的三倍．例如，

28 35 1042884, 35105, 104312,a a a= = = ．这个序列最早是由美籍罗马尼亚数论专家 Florentin Smarandache 教

授 [1],[2] 提出．在《只有问题，没有解答》一书中，他提出了 105 个关于算术函数、特殊序列等未解决的数学

问题及猜想，并建议大家去研究其基本性质， 3n 数字序列就是其中一个．关于这个序列，一些学者已经得到

一些漂亮的结论．例如，张文鹏教授提出一个猜想：F.Smarandache 3n 数字序列中不存在任何完全平方数，

即方程
2

na m= 不存在整数解．在文献 [3] 中，作者研究了这个猜想并得到结论 : 对于一些特殊的整数 n ，上

述方程没有整数解．然而对一般的整数 n ，这个猜想是否成立却仍然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本文将用初等的方法研究
n

n
a∑ ，并给出它的漂亮的渐近公式，即：

定理 对任意的实数 1N > ，有渐近公式

( )3 ln 1
10ln10n N n

n N O
a<

= ⋅ +∑ .

2 结论证明

首先对任意的正整数 n ，我们令 ( ) ( ) 2 113 k n k nn b b b b−=  ，其中 ( )1 9,0 9ik nb b≤ ≤ ≤ ≤ ， ( )1,2, , 1i k n= − ．由 3n

数字序列 na 的定义，我们可以将 na 写为

( ) ( )( )10 3 10 3k n k n
na n n n= ⋅ + = ⋅ + .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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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当 3N ≤ 时， 10

3 log
10n N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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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常数．因此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 3N > ．在这种情况下，存在正整

数 M 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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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注意到如果对任意的正整数 n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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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3 3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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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 ( ) 1 2 13 uu nn b b b b−= 
．所以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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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对 M 进行估值，由不等式 (1) 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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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 N → +∞时， 1 1

1 1 1 1ln 1 , l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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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
( ) ( )ln 3 ln 3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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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等式 (2) 我们立即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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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ymptotic Formula of Numerical Sequence Containing F. Smarandache 3n

Hu Jiayuan, He Yu, Bai Hui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Hetao College, Bayannur, Inner Mongolia, 015000)

Abstract: The numerical sequence called F. Smarandache 3n refers to any integer whose number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value of the later part is three times that of the former par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mean value and gives its asymptotic for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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