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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了最近提出的 ( 展开方法以构造非线性演化方程更多的精确解，即将 ( 展开法中的一阶非线性常微分方

程和单变量的有限幂级数代之以类似的一阶常微分方程组和两个变量的有限幂级数，这两个变量是一阶常微分方

程组的解分量 )作为例子，用扩展的 ( 展开法解非线性 *+,-./0123- 方程，得到了很丰富的包络形式的精确解，特别

是以两个不同的 45+670 椭圆函数表示的解 )显然，扩展的 ( 展开方法也可以解其他类型的非线性演化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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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 言

非线性数学物理研究领域颇具特色的成就之

一，就是创造了求非线性数学物理方程的精确解特

别是孤波解的各种精巧方法，如早已闻名的反散射

方法（;*<）、=>+?@A1/ 变换法、B5-76AC 变换法、D0-6E5
双线性算子法、F501@3G3 有限展开法等［!—#］) 随着计

算机符号计算系统（如 H5E,3I5E0+5，H5J@3）的迅速发

展，近年来提出并发展的精确解法主要有：双曲正切

有限展开方法及其各种推广［’—K］，L013M+6L013 和 L01,M
+6L, 展开方法［!%，!!］、齐次平衡方法及其推广［!"—!N］、

45+670 椭圆函数展开法［!K—"’］、( 展开法［"O—&%］等 )以上

求解非线性数学物理方程（组）精确解的方法均被证

明是有效的 )
非线性 *+,-./0123-（9P*）方程

0!" Q!!## Q" R ! R " ! S %， （!）

又称立方 *+,-./0123- 方程，!和"分别称为频散系

数和 P51/5A 系数［&］)它在非线性数学物理中居于重

要的地位，可用于描述纯交换铁磁介质非线性表面

自旋波［&!］、平面波的定常二维自聚焦、固体中热脉

冲的传播、等离子体中的 P512IA0- 波等［!］)在光纤中

非线性效应与群速色散相互作用，使光脉冲演变为

光孤子，光孤子行为由方程（!）描述［&"，&&］)方程（!）的

求解也有利于研究初始啁啾对脉冲频谱演变的影

响［&#］)本文目的是借助于齐次平衡原则与 ( 展开法

的思想，将 ( 展开法中的一阶常微分方程换为一阶

常微分方程组，从而利用该一阶常微分方程组的解

构造出方程（!）的丰富的包络波形式解；对迅速发展

的光通信技术中出现的类似非线性方程的求解提供

了一种新思路 )

" : 方法简述

(展开法是 齐 次 平 衡 原 则 的 新 应 用，可 视 为

45+670 椭圆函数、三角函数以及双曲正切函数展开

方法的概括 )下面简述本文提出的借助于一阶常微

分方 程 组 的 解 求 出 非 线 性 波 动 方 程 周 期 波 解 的

方法 )
给定非线性偏微分方程，为简单起见以含两个

自变量为例，

$（!，!" ，!# ，!"" ，!#" ，!## ，⋯）S %， （"）

$ 为其变元的多项式，其中包含有非线性项和线性

出现的高阶偏导数项 )
求解方程（"）的过程共分四个步骤 )
步骤! 求方程（"）的行波解

!（#，"）S !（#），# S # T %"， （&）

其中 % 为待定常数 ) 将（&）式代入方程（"），则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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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 !（!）的常微分方程

"（!，!" ，!# ，⋯）$ %& （’）

步骤! 设 !（!）可表示为 #（!）与 $（!）的二

元有限幂级数，

!（%，&）$ !
’

( $ (
)(#(（!）)!

’

( $ (
*(#(*(（!）$（!）) )%，

（+）

其中 )%，)(，⋯，)’，*(，⋯，*’ 是待定常数，)’"%，

*’"%，#（!）和 $（!）满足辅助方程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是待选常数 . 由方程组

（,），（-）易知

## $ !"( #/ ) +( #， （0）

$# $ !"! $/ ) +! $ . （1）

适当选取 "(，+(，,(，"!，+!，,!，的值，可使方程组

（,），（-）的 解 #（!）和 $（!）为 234567 椭 圆 函

数［!,—/%］，且满足下列恒等式之一（- 为模数，% 8 -
8 (）：

9:!! ) 4:!! $ (，

;:!! ) -! 9:!! $ (，

;:!! * -! 4:!! $ ( * -!，

:9!! $ ( ) 49!!，

:9!! $ -! ) ;9!!，

;9!! $ ( * -! ) 49!!，

:4!! $ ( ) 94!!，

;4!! *（( * -!）:4!! $ -!，

;4!! $ ( )（( * -!）94!!，

:;!! $ ( ) -! 9;!!，

（( * -!）:;!! ) -! 4;!! $ (，

4;!! )（( * -!）9;!! $ (&

（(%）

正整数 ’ 可由具支配地位的非线性项与最高阶偏

导数项的齐次平衡确定 .
步骤! 将（+）式代入方程（’），利用（,）—（(%）

式可将方程（’）的左端变成关于 #（!），$（!）的二元

多项式 .置 #(（!）$.（!）（ . $ %，(）的各次幂项的系数

为零，得 )%，)(，⋯，)’，*(，⋯*’ 和 / 的代数方程组 .
步骤" 解上述方程组（可借助 <3=>?@3=743 或

<3AB?），)%，)(，⋯，)’，*(，⋯，*’ 和 / 可由 "(，+(，

,(，"!，+!，,! 来表示，或直接由方程（!）的系数表

示 .将这些结果代入（+）式得方程（!）的周期波解 .在
极限情形，可以得到三角函数和双曲函数表示的精

确解 .

/ & CDE 方程的包络波形式解

因 CDE 方程通常表征非线性的调制作用，所以

常求它的包络波形式解，即求形如

!（%，&）$"（!）?7# （((）

的解 .这里!$ % * /F &，# $ 0% *$&，/F 为群速，0 为

波数，$为角频率 .
将（((）式代入方程（(）得"（!）满足的非线性方

程为

%"# ) 7（!%0 * /F）"" )（$ *%0!）" )&"
/ $ %&

（(!）

通常我们要求"（!）是实函数形式，故要求"" 前面

的复系数为零，得到

/F $ !%0， （(/）

%"# )（$ *%0!）" )&"
/ $ %& （(’）

考虑方程（(’）中最高阶导数项"# 与具支配地

位非线性项"/ 齐次平衡，可确定（+）式中 ’ $ (，于

是方程（(’）的解具有下列形式：

"（!）$ )% ) )( #（!）) *( $（!）， （(+）

其中 )("%，*("%，)%，)(，*( 为待定常数 .
将（(+）式代入方程（(’），利用（,）—（(%）式可将

方程（(’）的左端变为关于 #（!）和 $（!）的多项式，

$（!）的幂次最大为 (，令 #(（!）$.（!）（ . $ %，(）的各

次幂项的系数为零，得到关于 )%，)(，*( 和 0，1 的

代数方程组 . 将其解出后代入（(+）式可得方程（(’）

的精确解，再将（(+）式以及 0，1 代入（((）式即可得

到 CDE 方程（(）的精确解 .
下面分情况进行讨论（讨论中不考虑平凡解、重

复出现的解以及复数形式的解）.

!"#"!"$ %

(）当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辅助方程组

（,），（-）有特解

# $ 4:!，

$ $ ;:!，

$! $ ( * -! ) -! #! &
（(,）

将（(+）式代入方程（(’），利用（,）—（1）式及（(,）式，

可将方程（(’）的左端变为关于 #（!）和 $（!）的多

项式，令 #(（!）$.（!）（ ( $ %，(，!，/；. $ %，(）的各次

幂项的系数为零，得 )%，)(，*( 和 0，1 的代数方程

,’%’ 物 理 学 报 +/ 卷



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解此代数方程组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任意常数）+

（&,）

将（&(），（&,）式代入（&-）式得到方程（&.）的精确解

$& ’ * !
#!#%/0% * !

#!#10%+ （&2）

令 %"&，得到双曲函数表示的精确解

$# ’ * #!!# 34/5%+ （&6）

将解（&2），（&6）代入（&&）式可得方程（&）的精确解

’& ’ * !
#!#%/0% * !

#!#10( )% 47&， （#!）

’# ’ * #!!# 34/5%47& + （#&）

解（&2）—（#&）中正负号可任意组合，% ’ ( " #!")，

（#!）式中& ’ "( " "#!" %#!
# "!( )# )，（#&）式中&

’ "( "!（"# " &）) +解（#&）与文献［&］中 89: 方程的

单孤子解相同，是方程（&）的亮孤子 +
以下为避免形式上的重复，讨论从简 +
#）当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辅助方程组

（(），（,）有特解

! ’ 31%，

& ’ 01%，

&# ’ & $ %# !# )
（##）

从而可解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任意常数）+

（#%）

将（##），（#%）式代入（&-）式得到方程（&.）的精确解

$% ’ * !（& " %#）
#! #

%31% * !（& " %#）
#! #

01%+

（#.）

将解（#.）代入（&&）式可得方程（&）的精确解

’% ’ * !（& " %%）
#! #

%31% * !（& " %#）
#! #

01( )% 47& +

（#-）

解（#.），（#-）中正负号可任意组合，%’ ( " #!")，&’

"( " "#!" %#!
# "!( )# ) +

!"#"!"$ %

&）当取 *& ’ &，+& ’ # " %#，,& ’ & " %#；*# ’

&，+# ’ "（& $ %#），,# ’ %# 时，辅助方程组（(），（,）

有特解

! ’ /3%，

& ’ 03%，

&# ’ & $ !# )
（#(）

从而可解得

#! ’!，

#& ’ * "!
#!#，

$& ’ * "!
#!#，

" ’ "#! $ %#! "!# （" 为任意常数）+

（#,）

将（#(），（#,）式代入（&-）式得到方程（&.）的精确解

$. ’ * "!
#!# /3% * "!

#!# 03%+ （#2）

令 %"&，得到双曲函数表示的精确解

$- ’ * "!
#!# /3/5% * "!

#!# /;<5%； （#6）

令 %"!，得到三角函数表示的精确解

$( ’ * "!
#!# /;<% *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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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解（!"）—（#$）代入（%%）式可得方程（%）的精确解

!& ’ ( )!
!!" *+# ( )!

!!" ,+( )# -.$， （#%）

!/ ’ ( )!
!!" *+*0# ( )!

!!" *120( )# -.$，（#!）

!3 ’ ( )!
!!" *12# ( )!

!!" *+*( )# -.$ 4 （##）

解（!"）—（##）中正负号可任意组合，#’ " ) !!#$，（#%）

式中$’ #" ) #!!5 %!!)!( )! $，（#!）式中$’ #" )

#!!5!( )! $，（##）式中$’ #" ) #!!)!( )! $ 4

!）当取 &% ’ %，’% ’ !%! ) %，(% ’ ) %!（% )

%!）；&! ’ %，’! ’ )（% 5 %! ），(! ’ %! 时，辅助方

程组（3），（6）有特解

) ’ 7+#，

* ’ ,+#，

*! ’ %! 5 )! 8
（#&）

从而可解得

+$ ’$，

+% ’ ( )!
!!"，

,% ’ ( )!
!!"，

% ’ #!! ) %!!
! 5! （# 为任意常数）4

（#/）

将（#&），（#/）式代入（%/）式得到方程（%&）的精确解

&6 ’ ( )!
!!" 7+# ( )!

!!" ,+#4 （#3）

令 %"$，得到三角函数表示的精确解

&" ’ ( ) !!!" *+*#4 （#6）

将解（#3），（#6）代入（%%）式可得方程（%）的精确解

!6 ’ ( )!
!!" 7+# ( )!

!!" ,+( )# -.$， （#"）

!" ’ ( ) !!!" *+*( )# -.$ 4 （#9）

解（#3）—（#9）中正负号可任意组合，# ’ " ) !!#$，

（#"）式中$’ #" ) #!!) %!!
! 5( )! $，（#9）式中$’

#" )（#!!5!）$ 4
#）当取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辅助方程组

（3），（6）有特解

) ’ *+#，

* ’ 7+#，

*! ’ % ) %! 5 )! 8
（&$）

从而可解得

+$ ’$，

+% ’ ( )!
!!"，

,% ’ ( )!
!!"，

% ’ #!! ) %!!
! )!! （# 为任意常数）4

（&%）

将（&$），（&%）式代入（%/）式得到方程（%&）的精确解

&9 ’ ( )!
!!" *+# ( )!

!!" 7+#4 （&!）

令 %"%，得到双曲函数表示的精确解

&%$ ’ ( ) !!!" *+*0#4 （&#）

将解（&!），（&#）代入（%%）式可得到方程（%）的精确解

!9 ’ ( )!
!!" *+# ( )!

!!" 7+( )# -.$， （&&）

!%$ ’ ( ) !!!" *+*0( )# -.$ 4 （&/）

解（&!）—（&/）中正负号可任意组合，# ’ " ) !!#$，

（&&）式中$ ’ #" ) #!!) %!!
! )!( )! $，（&/）式中$

’ #" )（#!!)!）$ 4
&）当取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辅助方程组（3），

（6）有特解

) ’ +*#，

* ’ ,*#，

*! ’ % 5 )! 8
（&3）

从而可解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任意常数）4

（&6）

将（&3），（&6）式代入（%/）式得到方程（%&）的精确解

&%! ’ ( !（%! ) %）
!! "

+*# ( !（%! ) %）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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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得到三角函数表示的精确解

!"# $ % &"
’"# ()*$ % &"

’"# +,-$. （/0）

将解（/1），（/0）代入（""）式可得方程（"）的精确解

""’ $ % "（!’ & "）
’" #

+-$ % "（!’ & "）
’" #

*-( )$ ,2%，

（3!）

""# $ % &"
’"# ()*$ % &"

’"# +,-( )$ ,2% . （3"）

解（/1）—（3"）中正负号可任意组合，$ $ # & ’"$%，

（3!）式中% $ $# & $’"& !’"
’ &"( )’ %，（3"）式中%

$ $# & $’"&"( )’ % .

3）当取 &" $ " & !’，’" $ ’!’ & "，(" $ & !’；

&’ $ "，’’ $ &（" 4 !’ ），(’ $ !’ 时，辅助方程组

（5），（6）有特解

) $ *-$，

* $ 7-$，

*’ $ !’ 4（" & !’）)’ 8
（3’）

从而可解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为任意常数）.

（3#）

将（3’），（3#）式代入（"3）式得到方程（"/）的精确解

!"/ $ % "（!’ & "）
’" #

*-$ % &"
’"# 7-$. （3/）

令 !!!，得到三角函数表示的精确解

!"3 $ % & ’""# +,-$. （33）

将解（3/），（33）代入（""）式可得方程（"）的精确解

""/ $ % "（!’ & "）
’" #

*-$ % &"
’"# 7-( )$ ,2%，（35）

""3 $ % & ’""# +,-$,2% . （36）

解（3/）—（36）中正负号可任意组合，$ $ # & ’"$%，

（35）式中%$ $# & $’"& !’"
’ 4( )" %，（36）式中%$

$# & $’"4( )" % .
5）当取 &" $ " & !’，’" $ ’ & !’，(" $ "；&’ $

"，’’ $ &（" 4 !’），(’ $ !’ 时，辅助方程组（5），（6）

有特解

) $ +-$，

* $ 7-$，

*’ $ " 4（" & !’）)’ 8

（31）

从而可解得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为任意常数）.

（30）

将（31），（30）式代入（"3）式得到方程（"/）的精确解

!"5 $ % "（!’ & "）
’" #

+-$ % &"
’"# 7-$. （5!）

将解（5!）式代入（""）式可得方程（"）的精确解

""5 $ % "（!’ & "）
’" #

+-$ % &"
’"# 7-( )$ ,2% .

（5"）

解（5!），（5"）中正负号可任意组合，$$ # & ’"$%，%$

$# & $’"4 !’"&"( )’ % .

/ 8 推 论

推论 设 "（#，%）是 9:; 方程（"）的解，则

-（#，%）$ "（#，%）,&2,% （5’）

是 <2*=>?@AB:)*7)? 方程

2!-
!% 4"!

’ -
!#’ 4# C - C ’ - & ,- $ ! （5#）

的解 .因而由本文求得方程（"）的解后，可由（5’）式

直接求得方程（5#）的解 .

3 8 结 论

本文所用到的 D 展开法对文献［’5—#!］中的方

法进行了变化 .若取（3）式中 ,. $ !（ . $ "，⋯，/），即

可得到文献［’5—#!］中的 D 展开法 . 利用本文提出

的方法，可以得到文献［’’］中的包络波解 . 除此之

外，本文得到了更丰富的包络波形式解，特别是用两

个不同 E)-F>2 椭圆函数表示的解 .利用本文提出的方

法可求解一大类非线性数学物理方程的周期波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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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1 2 " !33! !"#$%"&’，("&#$&)*+ ,-"#.%$"&

,/.*%$"&’ *&0 1&-)+’) !2*%%$&3（,-4#.’567：,-4#.’567 81’97.0’(:

2.700）

［;］ <= , >，>= > ?，@A%= @ B !333 4*+5".6 7+*&’8"+9*%$"& $&

!"#$%"& 7:)"+; *&0 1%’ <)"9)%+$2 =>>#$2*%$"&’（?A-16A-’：?A-16A-’

?C’71(’D’C -15 E7CA1’C-$ 2=#$’0A7.0）（’1 ,A’1707）［谷超豪、胡和

生、周子翔 !333 孤立子理论中的达布变换及其几何应用（上

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F］ G’= ? H，G’= ? I ;JJJ ("&#$&)*+ ,/.*%$"&’ $& ?:;’$2’（K7’L’16：

27/’16 81’97.0’(: 2.700）（’1 ,A’1707）［刘式适、刘式达 ;JJJ 物

理学中的非线性方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M］ N-1 O <，@A-16 > P，G’1 < !33Q @:$& R ?:;’ R ! SM3
［T］ 2-./70 O +，I=DD: K U !33V ?:;’ R A)%% R " ""# ;!V
［S］ G’ @ K，2-1 ? P ;JJ! =2%* ?:;’ R !$& R $% MJ;（’1 ,A’1707）［李志

斌、潘素起 ;JJ! 物理学报 $% MJ;］

［V］ G’ @ K，W-% U B ;JJ! =2%* ?:;’ R !$& R $% ;JS;（’1 ,A’1707）［李

志斌、姚若侠 ;JJ! 物理学报 $% ;JS;］

［Q］ B’- E ,，@A-16 > P，W-1 @ W ;JJ! @:$& R ?:;’ R &% S3M
［3］ <=% < 2，@A-16 + N ;JJ; =2%* ?:;’ R !$& R $& !!T3（’1 ,A’1707）

［郭冠平、张解放 ;JJ; 物理学报 $& !!T3］

［!J］ W-1 @ W，@A-16 > P，N-1 O < !333 =2%* ?:;’ R !$& R ’( !（’1

,A’1707）［闫振亚、张鸿庆、范恩贵 !333 物理学报 ’( !］

［!!］ W-1 @ W，@A-16 > P !333 =2%* ?:;’ R !$& R ’( !3S;（’1 ,A’1707）

［闫振亚、张鸿庆 !333 物理学报 ’( !3S;］

［!;］ X-16 * G !33T ?:;’ R A)%% R " &## !S3
［!F］ X-16 * G !33S ?:;’ R A)%% R " "&) ;V3
［!M］ @A-16 + N ;JJ; @:$& R ?:;’ R && ST!
［!T］ @A-16 + N，<=% < 2，X= N * ;JJ; @:$& R ?:;’ R && TFF
［!S］ @A-16 + N，X= N * ;JJ; @:$& R ?:;’ R && M;T
［!V］ @A-% B P，E-16 I K，X-16 G * )% *# ;JJF =2%* ?:;’ R !$& R $"

!Q;V（’1 ,A’1707）［赵熙强、唐登斌、王利民等 ;JJF 物理学报

$" !Q;V］

［!Q］ B= < P，G’ @ K ;JJF =2%* ?:;’ R !$& R $" !QMQ（’1 ,A’1707）［徐

桂琼、李志斌 ;JJF 物理学报 $" !QMQ］

［!3］ G’= ? H，N= @ E，G’= ? I )% *# ;JJ! ?:;’ R A)%% R " "(# S3
［;J］ G’= ? H，N= @ E，G’= ? I )% *# ;JJ! =2%* ?:;’ R !$& R $% ;JSQ（’1

,A’1707）［刘式适、付遵涛、刘式达等 ;JJ! 物理学报 $% ;JSQ］

［;!］ G’= ? H，N= @ E，G’= ? I )% *# ;JJ; =2%* ?:;’ R !$& R $& !J（’1

,A’1707）［刘式适、付遵涛、刘式达等 ;JJ; 物理学报 $& !J］

［;;］ G’= ? I，N= @ E，G’= ? H )% *# ;JJ; =2%* ?:;’ R !$& R $& V!Q（’1

,A’1707）［刘式达、付遵涛、刘式适等 ;JJ; 物理学报 $& V!Q］

［;F］ G’= ? H，N= @ E，G’= ? I )% *# ;JJ; =2%* ?:;’ R !$& R $& !3;F（’1

,A’1707）［刘式适、付遵涛、刘式达等 ;JJ; 物理学报 $& !3;F］

［;M］ @A-16 ? P，G’ @ K ;JJF =2%* ?:;’ R !$& R $" !JSS（ ’1 ,A’1707）

［张善卿、李志斌 ;JJF 物理学报 $" !JSS］

［;T］ <=% < 2，@A-16 + N ;JJF =2%* ?:;’ R !$& R $" ;SSJ（’1 ,A’1707）

［郭冠平、张解放 ;JJF 物理学报 $" ;SSJ］

［;S］ @A%= W K，X-16 * G，X-16 W * ;JJF ?:;’ R A)%% R " )%( F!
［;V］ X-16 * G，@A%= W K ;JJF ?:;’ R A)%% R " )&( QM
［;Q］ X-16 * G，X-16 W *，@A-16 + G ;JJF @:$& R ?:;’ R &" !FM!
［;3］ @A-16 + G，X-16 W *，X-16 * G )% *# ;JJF =2%* ?:;’ R !$& R $"

!TVM（’1 ,A’1707）［张金良、王跃明、王明亮等 ;JJF 物理学报

$" !TVM］

［FJ］ G’ B @，X-16 W *，G’ B W )% *# ;JJF B R C)&*& D&$- R !2$ R

7)2:& R "’（M）!JM（ ’1 ,A’1707）［李向正、王跃明、李 晓 燕 等

;JJF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 "’（M）!JM］

［F!］ B= W，B=7 I ?，@=% X )% *# ;JJF =2%* ?:;’ R !$& R $" ;Q3S（’1

,A’1707）［徐 岩、薛德胜、左 维等 ;JJF 物理学报 $" ;Q3S］

［F;］ G’= ? G ;JJF =2%* ?:;’ R !$& R $" ;Q;T（ ’1 ,A’1707）［刘山亮

;JJF 物理学报 $" ;Q;T］

［FF］ ?A71 E <，E-1 B G ;JJF !>)2%+"’2">; *&0 !>)2%+*# =&*#;’$’ ") FT
（’1 ,A’1707）［沈廷根、谭锡林 ;JJF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 FT］

［FM］ *’-% > G，X-16 +，*716 + X ;JJF !>)2%+"’2">; *&0 !>)2%+*#

=&*#;’$’ ") FQ（’1 ,A’1707）［苗洪利、王 晶、孟继武 ;JJF 光谱

学与光谱分析 ") FQ］

JTJM 物 理 学 报 TF 卷



!"#$%&’$ (&%)*+&"( *& "&"%+"$,- ./0-12+"3$- $4),*+&"!

!" #"$%&’()*%&+） ()$%& ,"%’!"$%&+） -$%& ./*’0"%&+） -$%& 0"%&’!"$%&+）1）

+）（!"#$%&’"(& )* +$&,"’$&-./ $(0 1,2/-./，3"($( 4(-5"%/-&2 )* 6.-"(." $(0 7".,()8)92，:;)2$(9 23+445，<,-($）

1）（!"#$%&’"(& )* +$&,"’$&-./，:$(=,); 4(-5"%/-&2，:$(=,); 354444，<,-($）

（6*7*"8*9 : 0$;7) 1442；;*8"<*9 =$%/<7;">? ;*7*"8*9 +4 @>;"A 1442）

@B<?;$7?
C’*D>$%<"E% =*?)E9 >;E>E<*9 ;*7*%?AF "< *D?*%9*9 ?E 7E%<?;/7? =E;* *D$7? <EA/?"E%< EG %E%A"%*$; *8EA/?"E% *H/$?"E%< I JE B*

=E;* >;*7"<*，"? =*$%< ?)$? "%<?*$9 EG ?)* G";<?’E;9*; E;9"%$;F 9"GG*;*%?"$A *H/$?"E%（KLM）$%9 G"%"?* >EN*; <*;"*< EG E%* 8$;"$BA*
"% C’*D>$%<"E% =*?)E9，N* "%?;E9/7* <"="A$; G";<?’E;9*; KLM< $%9 G"%"?* >EN*; <*;"*< EG ?NE 8$;"$BA*<，*$7) E%* EG N)"7) "< ?)*
7E=>E%*%? EG <EA/?"E% ?E KLM<I @< $% "AA/<?;$?"8* *D$=>A*，/<"%& ?)"< *D?*%9*9 C’*D>$%<"E% =*?)E9 N* <EA8* %E%A"%*$;
O7);P9"%&*;（Q!O）*H/$?"E%，$% $B/%9$%7* EG *%8*AE>* <EA/?"E%<，*<>*7"$AAF ?)* <EA/?"E%< *D>;*<<*9 BF ?NE 9"GG*;*%? ,$7EB"
*AA">?"7 G/%7?"E%<，?E ?)* Q!O *H/$?"E% )$8* B**% EB?$"%*9I KB8"E/<AF，?)* *D?*%9*9 C’*D>$%<"E% =*?)E9 7$% B* $>>A"*9 ?E <EA8*
E?)*; ?F>* EG %E%A"%*$; *8EA/?"E% *H/$?"E%< $< N*AA I

!"#$%&’(：$/D"A"$;F *H/$?"E%<，%E%A"%*$; O7);P9"%&*; *H/$?"E%，*%8*AE>* N$8*<，B;"&)? <EA"?E%<
)*++：4524，4154

!R;ES*7? </>>E;?*9 BF ?)* Q$?/;$A O7"*%7* CE/%9$?"E% EG T*%$% R;E8"%7*，U)"%$（V;$%? QEI 4+++4:4144），?)* Q$?/;$A O7"*%7* CE/%9$?"E% EG M9/7$?"E%

L*>$;?=*%? EG T*%$% R;E8"%7*，U)"%$（V;$%? QEI 1445++4445），$%9 ?)* O7"*%7* CE/%9$?"E% EG T*%$% W%"8*;<"?F EG O7"*%7* $%9 J*7)%EAE&F，U)"%$
（V;$%? QEI 1445XQ+5）I

+:42+1 期 李向正等：非线性 O7);P9"%&*; 方程的包络形式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