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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般迭代映射的倍周期分岔定理，从数学上论证了电压型不连续导电模式（*+,）-../0 和 -123 变换器中

倍周期分岔现象产生条件，由此揭示了 *+4*+ 变换器中倍周期分岔现象发生的机理，完善了该类变换器倍周期分

岔分析的理论和方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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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引 言

近 "% 年来，混沌现象在数学、物理和工程领域

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特别是混沌应用研究与众多领

域广泛交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5典型的混沌系统包

括 6.IE:J 系统、+KE: 系统、6L 系统、单参数的统一混

沌系统以及多卷波混沌系统［!—=］5混沌控制、反控制

与同步，在混沌通信、信息技术、电力电子中，都取得

了突破的进展［’—&］5
电力电子中的 *+4*+ 变换器是一种典型的分

段光滑动力学系统，现有研究证明在一定的工作和

参数条件下，系统会出现各种分岔，如倍周期分岔、

M.9N 分岔、边界碰撞分岔和混沌运动，其中电压模

式控制的 -123、电流模式控制的 *+4*+ 变换器以及

电流不连续模式（*+,）的变换器中，主要出现倍周

期分岔的混沌运动［)—!!］5但在 *+4*+ 变换器倍周期

分岔现象的研究成果中，大部分的研究工作集中在

对分岔现象的数值计算方法的识别和验证上 5主要

方法有分岔图、67891:.; 指数［<，!"］5分岔图方法采用

迭代映射对变换器进行建模，仿真得到以某一参数

为分岔参数的图形，通过图形来判断分岔和混沌的

存在；67891:.; 指数方法是通过对变换器变量的数

值计算，获得 67891:.; 指数的符号，说明变换器存

在混沌现象，但不能指明分岔的类型 5以上两种方法

的特点是直观、形象，但需要进行大量的数值计算，

且具有一定盲目性 5 进一步采用的 O82.P@8: 矩阵判

据法，利用求解迭代映射不动点处的 O82.P@8: 矩阵，

判定分岔是否发生，缺点是对于高维映射，不动点和

O82.P@8: 矩阵求取困难，也没有严格地从数学上解释

倍周期分岔产生的机理和本质 5文献［!=］试图用施

瓦茨导数说明 *+, *+4*+ 变换器出现倍周期分岔

现象的必然性，但施瓦茨导数仅仅是倍周期分岔发

生的一个必要而非充要条件 5
在非线性动力系统研究理论中，数学上有严格

的稳定性判据和倍周期分岔产生的条件［!’—!&］，为此

本文首先引入一般迭代映射稳定性判据和倍周期分

岔定理，然后对电压反馈型 *+, -../0 和 -123 变换

器迭代映射模型产生倍周期分岔的条件进行数学论

证，进一步采用映射图、分岔图和 67891:.; 指数分

析了倍周期分岔现象的产生机理及其演化过程，最

后通过实验验证了这类变换器的倍周期分岔和混沌

现象 5本文系统地提出一种从机理上判别和分析

*+4*+ 变换器倍周期分岔研究的方法，该方法具有

一般性，可以通过中心流型或其他约化方法将系统

降维，推广到其他高维 *+4*+ 变换器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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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迭代映射的倍周期分岔定理

设非线性映射 !，
" # !（!，"）， （$）

其中 "，!为系统变量和参量 % 设 "!是非线性方程

"! & !（!
!，"!）# ’ 的解或零点，则 "!称为（$）式

不动点 %对于周期 # 轨道的稳定条件是

$ # !（ ! %（!，"））

!" " # "!
" $， （!）

其中，! %（!，"）# !（!，!（!，⋯

      !
%次

（!，"）⋯））% 当

( $ ( # $时，系统处于稳定边界，不动点可能是吸引

的，也可能是排斥、半稳定或以上均不是，称之为中

性 %
若（$）式满足以下条件［$)—$*］：

+ %在（!，"）平面中存在一个不动点（&!，"!），

"! # !（!
!，"!）； （,）

++ %在此不动点处稳定条件达到边界 & $，即

!（ !（!，"））

!" " # "!，!#!
! # & $； （)）

+++ %在此不动点处，混合二阶导数

!!（ ! !（!，"））

!!!" " # "!，!#!
! $ ’； （-）

+.%在此不动点处，函数 ! 的施瓦茨导数

’（ !，"）#
!"
!/ & ,

!
!0
!( )/

!

1 ’ % （*）

则在（&!，"!）处存在稳定的周期 ! 分岔现象 %虽然

定理描述的是周期 ! 分岔，将 ! ! 换成 ! !%，该定理

也适用于周期 % 轨道分岔成周期 !% 的情况 %
在上述条件中，+ 要求映射函数有一个稳定工

作点；++ 说明映射在失稳边界由稳定变为不稳定，即

发生分岔；+++ 中混合二阶导数的正负号表明分岔的

方向；+. 中 ’（ !，"）$’ 表明是倍周期分岔，即分岔

后存在的一定是周期 ! 而不是其他周期，又 ’（ !，"）

1 ’ 表明分岔后的周期轨道是稳定的 % 当上述四个

条件均满足时，系统发生的是倍周期分岔 %需指明的

是，文献［$*］中对条件 +++ 和 +. 的表述与文献［$)］

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 %

, " 234 56678 变换器迭代映射及分岔

条件

!"#" 234 56678 变换器迭代映射

电压型 234 56678 变换器如图 $ 示 % 图中 ( 为

输入电压，) 为开关周期，* 为输入电感，+ 为负载

电阻，, 为输出滤波电容，- 为期望的稳态输出电

压，. 是反馈比例增益，/ 为稳态占空比 % 电压型

234 56678 变换器工作模态可以用迭代映射方程来

近似描述［9］：

"0:$ # !（.，"0）#""0 :#
1（20）! (!

"0 & ( ， （9）

式中 "0 代表第 0 次迭代的电容电压，其他参数表示

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2（"0）# / & .（"0 & -）， （$’）

1（20）#

’， 2（"0）1 ’，

$， 2（"0）= $，

2（"0）， 其他
{

%
（$$）

图 $ 电压型 56678 变换器

由（$’）式，（9）式可以具体表示为

"0:$ #""0 :#(
! /!

"0 & (

&
!#(

! /.（"0 & -）

"0 & (

:#
(! .!（"0 & -）!

"0 & ( % （$!）

!"$" 倍周期分岔条件

由倍周期分岔定理的条件 +，（$!）式的不动点即

变换器稳态工作点 % 设电路稳态工作点为 "! # -，

则可得到稳态占空比 / 为

/ # （$ &"）（- & (）-
#(% ! ， （$,）

式中参数需满足（$ &"）>#= ’%
由倍周期分岔定理的条件 ++，变换器的失稳边

<!9!- 期 王学梅等：不连续导电模式 23?23 变换器的倍周期分岔机理研究



界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确定 &
由（$%）式可知，当

"! ! $ ’! " "$
# %#

（& " $）( )#
& " $
#"%$

# （$(）

时，系统将出现分岔 &
再由倍周期分岔定理的条件 )))，变换器的混合

二阶导数决定了分岔方向［$%，$*］，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即
$
#
!# !
!##
!!
!" !

! ,，因而!
#（ ! #（"，#））

!"!# !
- ,& 这时

" + "!时的稳定周期 $ 在 " ! "!处失稳，在 " - "!

时作为不稳定的周期 $ 继续存在，同时在 "!处产生

一对稳定的周期 # 解，即分岔方向向右；因此本系统

产生的是随着 " 增加而发生的向右分岔 &
进一 步 由 倍 周 期 分 岔 定 理 的 条 件 ).，可 将

’（ !，#）+ ,写为

/
#（ !0）# " !"· !1 - , & （$2）

可得到［$/］

/
#（ !0）# " !"!1

! *!"$
# (（#）#

（# " $）% " $#!"$
# (（#）(1（#）

（# " $）/

’ *!"$
# (1（#）#

（# " $）#

’ *"
# $% (（#）# (1（#）#

（# " $）%

" $#"
# $% (（#）(1（#）/

（# " $）/

’ *"
# $% (1（#）%

（# " $）#

’ *!"$
# (（#）(0（#）

（# " $）#

’ *"
# $% (（#）/ (0（#）
（# " $）%

" *!"$
# (1（#）(0（#）
# " $

" *"
# $% (（#）# (1（#）(0（#）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3）

其中 (（#）为占空比，恒大于等于 ,4 且由（$,）式可

知，当 " - , 时，有 (1（#）+ ,，(0（ #）! , 和 ("（ #）!
,，（$3）式恒大于零，故 ’（ !，#）+ ,，条件 ). 满足 &

综上所述，567 899:; 变换器满足倍周期分岔的

四个条件，必然会从稳定的周期 $ 分岔到稳定的周

期 #4

% & 567 8<=> 变换器迭代映射及分岔

条件

! "#$ %&’ ()*+ 变换器迭代映射

电压 型 8<=> 变 换 器 如 图 # 示 & 电 压 型 567
8<=> 变换器工作模态可以用以下迭代方程来近似

描述［3］：

#)’$ !!#) ’"
［% " "（#) " &）］# $（$ " #)）

#)
&

（$?）

其中，电路参数含义以及占空比的表达式与 899:; 变

换器相同 &

!$,$ 倍周期分岔条件

参见节 / 电压型 567 899:; 变换器倍周期分岔

条件确定过程 &可以分别得到主要表达式如下：

$）系 统 存 在 稳 态 工 作 点 #! ! &，对 应 的 占

空比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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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电压型 "#$% 变换器

式中参数需满足（& ’!）(") *+
!）失稳边界

当

!! , & -! ’""
! #!

$( )!
$

!"#"（" ’ $）
（!&）

时，系统将出现分岔 +
.）倍周期分岔方向

由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为 " ) $，上式小于零 +
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则
&
!
!! %
!&!
!%
!! !

, *，因而!
!（ % !（!，&））

!!!& !
) *，条件

000 满足 +与 "1123 变换器相同，分岔方向向右 +
/）倍周期分岔且轨道稳定

由

.
!（ %4）! ’ %"%5

, 6!""
! ’（&）!

&/ - 6!""
! ’5（&）!

&!

’ &!""
! ’（&）’5（&）

&. "’（&）! "
& -( )!

- 6"
! ". ’（&）! ’5（&）!

&.
"
& -( )!

’ &!"
! ". ’（&）’5（&）.

&!
"
& ’( )&

- 6"
! "! ’5（&）/ "

& ’( )& !

+ （!!）

可知当 ! ) * 时，上式各项均大于零，即 (（ %，&）

7 *，变换器倍周期分岔且轨道稳定 +
因此，89: "#$% 变换器满足倍周期分岔的四个

条件，将产生从稳定的周期 & 到稳定的周期 ! 的倍

周期分岔 +

; < 89: 89=89 变换器倍周期分岔和混

沌演化过程分析

由上两节分析可知，电压型 89: "1123 和 "#$%
变换器均满足倍周期分岔定理的四个条件，必将出

现倍周期分岔现象 + 本节将首先以 89: "#$% 变换

器为例，通过分析不动点处斜率的变化，图解分析电

路的倍周期分岔过程，89: "1123 变换器倍周期分岔

过程将参照得出，从另一个角度验证它们倍周期分

岔产生的条件 +变换器参数见表 &［>，?］+

表 & 89: 89=89

"""

变换器参数

"""

电路参数 数值 电路参数 数值

开关周期 )(#2 ...< .. 输出电压 $

"
""""

(@ !;

输入电压 "(@
&6（"1123）

..（"#$%）
占空比 #

*<!?>/（"1123）

*</>&>（"#$%

"""

）

电容 *(#A !!! 电感 +(#

"""

B !*?

负载 ,($ &!<; !

"""

*<??>!

" &<!

参见（&C）式，89: "#$% 变换器的迭代方程是一

个倒单峰映射，将其称之为单谷映射 +映射曲线与对

角线的交点即为不动点 + 图 . 示出是 ! , *<*.;. 时

的超稳定不动点（&! , $ , !;），在该点映射的斜率

为 *，且吸引速度最快 +
由（!&）式，当 ! , *<&&?C，在不动点处的斜率达

到稳定边界值 ’ &，将发生倍周期分岔，参见图 /
（D）；而对于映射 & , %（!）（ !，&），此时不动点处的斜

率为 - &，参见图 /（E）+可见该点既是周期 & 的失稳

点，同时也是稳定周期 ! 出现的开端 +
当 ! ) *<&&?C 时，系统出现稳定的周期 !，映射

由单谷（一次）映射变成双谷（二次）映射 + 映射与对

角线有 . 个交点，其中两个是新的稳定点（斜率 7

&.>!; 期 王学梅等：不连续导电模式 89=89 变换器的倍周期分岔机理研究



图 ! ! " #$#!%! 时映射图

图 & ! " #$’’() 时映射图 （*）" " #（ !，"）；（+）" " #（,）（ !，"）

’），即系统将以稳定的周期 , 出现，原周期 ’ 的不动

点（斜率 - ’）作为不稳定的不动点继续存在，由于混

合二阶导数大于零，因此发生向右的周期 , 分岔，

图 %$

图 % ! " #$’%# 时映射图

当 ! " #$’%) 时发生第二次倍周期分岔，图 . 映

射在不动点处的斜率为 / ’，周期 , 轨道失稳 0

图 . ! " #$’%) 时映射图

当 ! - #$’%) 时，系统出现稳定的周期 &，映射 #
由双谷映射变成四谷映射 0映射与对角线 $ " " 有 1
个交点，其中 & 个是新的稳定值，即系统将以稳定的

周期 & 出现（斜率 2 ’），原周期 ’ 和周期 , 的不动点

作为不稳定的不动点继续存在（斜率 - ’），图 1$
以上图解，反应了随着反馈系数 ! 变化系统出

现从稳定的周期 ’ 到周期 ,，&，⋯的倍周期分岔的

演化过程 0其最终以费根鲍姆普适常数的周期倍增

速率趋向于混沌［’&］：

!% "
!% / !%3’

!%3’ / !%3,
" &$..),⋯ （,!）

可估算出倍周期分岔在 !4!#$’1!⋯ 时终止，系统

从周期运动进入到了非周期运动———混沌运动 0
通过分岔图和 56*789:; 指数图可以进一步说

明变换器的倍周期分岔演化过程 0 图 (（*）为 <=>
?8@A 变 换 器 以 ! 为 参 数 的 分 岔 图，图 (（ +）为

56*789:; 指数图 0 图中 56*789:; 指数经过零的情况

,!1, 物 理 学 报 %1 卷



图 ! ! " #$%&! 时映射图

有三种：在倍周期分岔点，由负值接近零，再变为负

值；在倍周期分岔的极限点，指数由负值经零变为正

值，混沌行为出现；在切分岔处，由正值经零变为

负值 ’

图 ( )*+, 变换器分岔图（-）和 ./-0*123 指数图（4）

567 )2289 变换器以 ! 为分岔参数的分岔演化

过程 也 可 以 参 照 以 上 分 析 得 到 ’ 图 :（-）是 567
)2289 变换器以 ! 为分岔参数的分岔图，图 :（4）为

567 )2289 变换器的 ./-0*123 指数图 ’随着反馈系数

图 : )2289 变换器分岔图（-）和 ./-0*123 指数图（4）

变化，系统同样出现从稳定的周期 % 到周期 ;，<，⋯

的倍周期分岔 ’ 由倍周期分岔的条件 == 和（%>）式，

得到当 ! " #$#(#; 发生周期 ; 分岔，当 ! " #$%#<>
发生周期 < 分岔⋯，倍周期分岔在 !?!#$%%%⋯时

终止，对应 ./-0*123 指数由负值经零变为正值，系

统从周期运动进入混沌运动 ’图 ( 和图 : 可从看出，

电压反馈型 567 )*+, 和 )2289 变换器具有相似的

分岔图和 ./-0*123 指数，其混沌演化过程亦具有相

似性 ’
非线性动力系统产生分岔和混沌的根源在于系

统的奇异性 ’ 56@56 变换器的奇异性表现为结构的

不稳定性 ’ 56@56 变换器工作在开关状态，是一个

典型分段光滑（线性）的非自治系统，即在不同的阶

段呈现不同的拓扑结构，其拓扑转换由外部载波和

系统共同决定 ’ 由于反馈环节的引入，使得 56@56
变换器的占空比随反馈变量的变化而变化，与变换

器的输出间是强非线性函数关系，导致系统出现分

岔和混沌现象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56@56 变换器

的动力学行为和通向混沌的道路与处处光滑系统有

许多相似之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倍周期分岔

这样的标准分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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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变换器实验电路

’( 实 验

以 #$%& )*+)* 变换器的分岔和混沌实验电路

为例，验证其倍周期分岔产生过程，具体电路如图

!"( 反馈增益 ! 的大小可以通过调节 " , 得到 -
图 !! 至图 !. 分别是对应于不同反馈增益 ! 时

变换器电感电流 #/ 和输出电压 $* 的波形及相图 -
由前面的理论分析已知，当 ! 0 "(!!12 时，系统

出现稳定的周期 !；当 "(!!12 0 ! 0 "(!32 时，系统出

现的是稳定的周期 4；当 ! 5 "(!6. 时，系统将进入

混沌运动 -
图 !! 是 ! 7 "(!!3 时的实验波形，可明显看出

系统为稳定的周期 !( 图 !4 是 ! 7 "(!..3 时的实验

波形，可看出系统为稳定的周期 4( 图 !. 是 ! 7 "(4!
时的实验波形，可看出系统进入到了非周期的混沌

运动，其时域波形失去了周期运动的特点，成为一种

类随机的状态，其相图表现为一混沌吸引子 -
同时从反馈增益 ! 的调整方向（逐渐增大）与

系统运动变化趋势（由周期 ! 到周期 4，8，⋯混沌）

可知，系统分岔方向向右，与理论分析一致 -
综上分析，实验结果与理论分析结论相符合，完

全验证了前述理论研究的正确性 -

6 -结 论

倍周期分岔现象广泛地存在于各种 )*9)* 变

换器中，是通向混沌的主要道路之一 -本文从机理上

证明了工作不连续模式下的电压反馈型 )*: #;;<=
和 #$%& 变换器必然将出现倍周期分岔，并分别采用

映射图、分岔图、/>?@$A;B 指数和实验的方法进行了

图 !! #$%& 的周期 !（ ! 7 "(!!3）实验波形 （?）时域波形（上

为输出电压；下为电感电流）；（C）相图

验证 -同时指出，电压反馈型 )*: #;;<= 和 #$%& 变换

器具有相似的分岔图和 />?@$A;B 指数，其混沌演化过

程亦具有相似性 -本文虽然是对一维映射 )*9)* 变

换器得出结果，但基本分析方法能够进一步推广到其

他一维及高维的 )*9)* 变换器中，具有一般性 -

8.64 物 理 学 报 36 卷



图 !" #$%& 周期 "（ ! ’ ()!**+）实验波形 （,）时域波形（上为

输出电压；下为电感电流）；（-）相图

图 !* #$%& 的混沌运动（ ! ’ ()"!）实验波形 （,）时域波形（上

为输出电压；下为电感电流）；（-）相图

［!］ ./ 0，1234 5 "((6 "#$ 7 % 7 &’()*+,$’-# ,#. /0,-1，!" 88+
［"］ ./ 0，9$ :，.3$4; <，1234 5 "((6 "222 3*,#1 7 /’*+)’$1 ,#.

451$ 7 = #$ !>?
［*］ ./ 0，1234 5，1234; @，13AB&CDE&F : "((" "#$ 7 % 7 &’()*+,$’-#

,#. /0,-1 !% "?!8
［>］ 1234 5，9$ G "((* /0,-1 /-#$*-6： 307-*5 ,#. 8996’+,$’-#1

（:HIB4;3I）

［+］ J2,4; 0 :，GB,C G 1 "((! 8+$, :051 7 4’# 7 #& "!"!（B4 12B43E3）

［张家树、肖先赐 "((! 物理学报 #& "!"!］

［6］ 9,4; K，J2,4; # "((6 8+$, :051 7 4’# 7 ## ++68（B4 12B43E3）［杨

汝、张 波 "((6 物理学报 ## ++68］

［8］ LE3 1 M !??> "222 3*,#1 7 /’*+)’$1 ,#. 451$ 7 = ’% !6
［N］ LE3 1 M !??> "#$ 7 % 7 /’*)’$ 307-*5 8996 7 %% "6*
［?］ LE3 1 M "((" :*-+77.’#;1 -( "222 (& 86N
［!(］ .B O，O, G M，@,B @，J2,4; < "((+ 8+$, :051 7 4’# 7 #’ !(N>

（B4 12B43E3）［李 明、马西魁、戴 栋、张 浩 "((+ 物理学报

#’ !(N>］

［!!］ J2C$ 9 P，1234 0 Q "((> 8+$, :051 7 4’# 7 #$ *686（B4 12B43E3）

［周宇飞、陈军宁 "((> 物理学报 #$ *686］

［!"］ J2,4; # "((+ 3*,#1,+$’-#1 -( /0’#, 267+$*-$7+0#’+,6 4-+’7$5 %& "（B4

12B43E3）［张 波 "((+ 电工技术学报 %& "］

［!*］ 12,4 R 1 9，LE3 1 M !??8 :*-+ 7 "222 :-<7* 267+$*-#’+1

497+’,6’1$1 /-#( 7 !*!8
［!>］ <,C #CAB4 !??* 4$,**’#; <’$0 9,*,=-6,1 ,# ’#$*-.)+$’-# $- +0,-$’+

.5#,>’+1 （ :2,4;2,B :%B34SBTB% ,4U L3%24CAC;B%,A VU$%,SBC4

W$-ABE2B4; <C$E3）（B4 12B43E3）［郝柏林 !??* 从抛物线谈起X混

沌动力学引论（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 5$%&3423BY3I W !?88 "#?7#$ 7 @,$0 7 $( !6+
［!6］ KC-B4EC4 K 1 "((> 8# ’#$*-.)+$’-# $- .5#,>’+,6 151$7>1：

+-#$’#)-)1 ,#. .’1+*7$7（W3,IEC4XWI34SB%3 <,AA）

+*8"+ 期 王学梅等：不连续导电模式 @1X@1 变换器的倍周期分岔机理研究



!"#$%&’() *+ ,"-’*.!.*/01’&2 0’+/-#%3’*&
’& 45! 45!45 #*&6"-3"-!

!"#$ %&’()’*+）,）- ./"#$ 01+） 2*& 31#$(4&"#+）

+）（!"#$%&’$ ()*#& +)""#,#，-).%/ +/’01 20’3#&4’%5 )6 7#$/0)"),5，8.10,9/). 5+6786，+/’01）

,）（!"#$%&’$1" 10: ;06)&<1%’)0 !0,’0##&’0,，=.010 20’3#&4’%5 )6 7#$/0)"),5，>/.9/). 8+,669，+/’01）

（:’;’*<’= +, >&#’ ,66?；@’<*A’= B"#&A;@*CD @’;’*<’= +? E&$&AD ,66?）

EFAD@";D
G/’ C’@*1=(=1&FH*#$ F*I&@;"D*1# *# 3J(3J ;1#<’@D’@A /"A F’’# *#<’AD*$"D’= K*=’HL M N1K’<’@，D/’ AD&=*’A B"*# I1;&A 1# D/’

B1=’HA 1I F*I&@;"D*1#A "#= D/’ *=’#D*I*;"D*1# 1I AD@"#$’ "DD@";D1@A，D/’ ’AA’#D*"H B’;/"#*AB ;"&A*#$ C’@*1=(=1&FH*#$ F*I&@;"D*1# K"A
#1D "#"HLO’=M G/*A C"C’@ =’=&;’A B"D/’B"D*;"HHL D/’ ;1#=*D*1#A 1I C@1=&;*#$ D/’ C’@*1=(=1&FH*#$ F*I&@;"D*1# *# =*A;1#D*#&1&A
;&@@’#D B1=’（3J)）011AD "#= 0&;P ;1#<’@D’@A F"A’= 1# <1HD"$’ I’’=F";P ;1#D@1H M QD ’RC1A’A D/’ B’;/"#*AB 1I D/’ C’@*1=(
=1&FH*#$ F*I&@;"D*1# *# 3J(3J ;1#<’@D’@A "#= C’@I’;DA D/’ D/’1@’D*;"H "#"HLA*A B’D/1=，C&D*#$ I1@K"@= "# "#"HLD*; B’D/1= I1@
AD&=L*#$ D/’ C’@*1=(=1&FH*#$ F*I&@;"D*1#M

"#$%&’()：C’@*1=(=1&FH*#$ F*I&@;"D*1#，*D’@"D*<’ B"C，SL"C&#1< ’RC1#’#D，T;/K"@O*"# =’@*<"D*<’
*+,,：6585

!U@1V’;D A&CC1@D’= FL D/’ W"D*1#"H W"D&@"H T;*’#;’ X1&#="D*1# 1I J/*#"（Y@"#D W1AM 768?8677，76??867Z）"#= D/’ W"D&@"H T;*’#;’ X1&#="D*1# 1I

Y&"#$=1#$ U@1<*#;’，J/*#"（Y@"#D W1M 65+6[586）M

- \(B"*H：K"#$M R&’B’*]B"*H M A;&D M ’=&M ;#

7[?, 物 理 学 报 5?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