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质点 !"#$ 晶格微分方程的积分!

何 光!）" 梅凤翔#）

!）（北京理工大学宇航科学技术学院，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理学院，北京 !$$$%!）

（#$$& 年 ’ 月 !( 日收到；#$$& 年 ( 月 #$ 日收到修改稿）

三质点 )*+, 晶格的微分方程是一个 -,./01*2 系统 3研究用 4*51657 理论和 8*/99*2 理论求其积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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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引 言

)*+, 晶格是非线性物理，非线性动力学，几何

动力学等的重要研究对象［!—’］3文献［#］研究了晶格

中的 )*+, 孤波，各种 )*+, 晶格的动力学 3文献［’］研

究了 )*+, 轨道及其切空间，)*+, 晶格括号等 3近年，

在分 析 力 学 中 求 微 分 方 程 的 积 分 已 有 一 些 进

展［(—%］3 )*+, 晶格的微分方程是一个 -,./01*2 系统，

我们用 4*51657 理论和 8*/99*2 理论研究三质点 )*+,
晶格微分方程的积分 3

# C 三质点 )*+, 晶格的微分方程

三质点 )*+, 晶格的运动由 -,./01*2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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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描述［#］，其运动微分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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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为常数 3

’ C 三 质 点 )*+, 晶 格 微 分 方 程 的

4*51657 理论

对一般的 -,./01*2 系统，4*51657 等式表为［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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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 &，!，"），!% D!%（ &，!，"）为无限小生成

元，’( D ’(（ &，!，"）为规范函数 3由 4*51657 对称性

导致的 4*51657 守恒量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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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系统（!），4*51657 等式（’）给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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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找到它的如下 ( 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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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 个积分是不完全独立的，因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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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质点 0123 晶格微分方程的 4156617
理论

& " &（ (，!，"）为 8395:;17 系统积分的充要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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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系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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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由（!<）式得到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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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等价于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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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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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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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积分（$2），（!$），（!!）和（!"）分别与积分

（$3），（$$），（$!）和（$"）一致 1

4 5 结 论

本文用 6-7//-. 方法和 8-’09’: 方法得到三质点

;-#< 晶格运动的 + 个积分，其中 " 个是彼此独立的 1
对于一般的微分方程，只要可以 =<>7?0-. 化，都可用

上述两种方法求积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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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I] 6:’//）（7. C97.’/’）［李子平 $AA" 经典和量子约束

系统及其对称性质（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3］ X9<- P P，@’7 S T $AAA ;(77+$,.+) 538 %3/5,.53$) 01 :+-’53.-54

;()$+7)（V’7[7.I：N,7’.,’ 6:’//）（7. C97.’/’）［赵跃宇、梅凤翔

$AAA 力学系统的对称性与不变量（北京：科学出版社）］

［$$］ @’7 S T $AAA >!!4.-5$.03) 01 ?.+ @,09!) 538 ?.+ >4A+B,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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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7.’/’）［梅凤翔 $AAA 李群和李代数对约束力学系统的应用

（北京：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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