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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线性方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直接方法，使得求解非线性演化方程的多孤子解转化为代数求解 ,将这一

方法进一步拓展，求得了（" - !）维破裂孤子方程的新多孤子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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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 言

自然科学领域的很多问题的数学模型最终可归

结为非线性演化方程（组）来描述 ,由于这类方程的

解析解对于洞察这些问题的物理本质具有很重要的

意义，因此寻求非线性演化方程的孤子解一直是物

理学和数学工作者的重点课题 ,十年来，在求解方法

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如逆散射法［!］，0 1+234567 变

换法［"］、&’()*+ 变换法［"］、8+(9)5: 变换法［"］、齐次平

衡方法［#—;］、<+’64=>? 展开方法［@］、混合指数法［A］、双

曲函数法［B，.］、试探函数法［!$，!!］、非线性变换法［!"］、

C’6=D2)E’6= 方法［!#，!%］、F+2)9’ 椭圆函数展开法［!;］、截

断展开方法［!@］等 ,最近 8=6G，HI=6 等［!A］对 &’()*+ 方

法进行推广，求出了若干非线性孤子模型的新解 ,本
文对此方法作适当的拓广，进一步研究（" - !）维非

线性孤子方程的求解问题 ,本文以（" - !）维破裂孤

子方程

!"# J "!""!$ - %!"!"$ K !"""$ ， （!）

为例进行讨论 ,方程（!）首先由 H+4)G=() 和 8=G+EL=(’E
建立［!B，!.］，它可以描述沿着 $ 轴传播的 M’=N+66 波

和沿着 " 轴传播的长波的（" - !）维相互作用问

题［"$，"!］,而且方程（!）的双 &+N’4*)6 结构和 O+: 对已

由李翊神给出［"!］, 在文献［""］利用齐次平衡法，给

出方程（!）的类孤子解 ,

" /（" - !）维 破 裂 孤 子 方 程 的 新 多 孤

子解

利用 <+’64=>? 截断展开方法，可以得到方程（!）

如下形式的 0 1+234567 变换

!（"，$，#）J K "［46 %（"，$，#）］" , （"）

把（"）式代入（!）式，整理后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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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 具有以下展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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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求解方程（*）—（+），将 !# 展开成线性函数和指

数函数相乘后的叠加形式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 ，%& ，"
.
& ，’& ，&& ，(& ，!

.
& 都是实数 ,

当 % ’ # 时，设%#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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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将（##）—（#(）式代入（&）—（+）式，可知

!) ’ .，（) " (）, （#"）

当 % ’ % 时，设%& ’#&(& （ &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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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代入（/）式，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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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代入（)）式，可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将（$*）—（$+）式代入（+）式，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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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将（$*）—（$-）式代入（-）式，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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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类推，与 $ 孤子解相对应的 ! 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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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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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式代入（!）式，便可得（! ’ $）维破裂孤子

方程的新多孤子解 /

( 4 结 论

本文在陈登远、邓淑芳和张大军对 506789 双线

性方法进行推广，求得 :;< 方程、=:;<>?0@&>A76;7@
方程、:B 方程的新多孤子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求得

了（! ’ $）维破裂孤子方程的新多孤子解，扩展了本

方法的应用 /值得指出的是，用 506789 双线性方法原

得到结果仅是本文结果的特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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