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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初等方法 ，通过归纳 ，猜想得出二进制数字之和函数的高次（f 次）均值的精确计算公式 ，并给予证明 ．

  

关键词 ：数列

  

数论函数 均值公式

  

中图法分类号 ：015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164(2011)01-0005-02

 

 Abstract:Element  method  and  supposition  were  used  to  obtain  a  principle,that  was  used  to  ob-

 

 tain  an  exact  calculating  formula  of  high  power  mean  values  of  digital function  sum,and  the

 

 proof  was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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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 年美 国数论专家 F ． Smarandchecl] 提出了

  

数字 之 和 函 数 数 列 后 ， 文 献 [2 ～ 5] 分 别 给 出

 

 A， (N)(r ≤ 5) 的精确计算公式 ． 本文主要解决二进

  

制数字之和函数的高次（￡次）均值的计算公式 ，采用

  

初等方法 ，通过归纳 ，猜想得出一个引理 ，再利用该引

  

理得出 f 次均值的精确计算公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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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及引理

  

定义

  

设 7T1=2kl  +2k2+ … +2's(ki> 是2> …

  

≥ 忌；），称 n(m) 一 ∑l 为二进制中数字之和函数 ，称

     

 i=l

 

 A。 (N) 一 ∑盘
”

(m) 为函数 口 (m) 的 咒 次均值 ．

     

 m<N

      

引理

  

对于任意一个正整数 点有

     

 k-1

   

 An  (2k)一 ∑ ！（志一
J）

”

，

    

证明

 

 (1) 当 k-l 时 ，左边 = ∑以
”

(1) 一 1 ，右

     

 m<2

  

边 一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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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假设 志一户时 ，有 A 。 （2
一）一莹？(p

—
j)n ，

     

 j=0

 

 J

  

则当 忌一 p+l 时 ，

   

 A。 (2v') 一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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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一 ∑口
”

(m)+

     

 m<2p+l

   

 m<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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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一A 。 (29)+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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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9) 一A 。 (29)+

 

 2p<m<2p+lm<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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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m)+1)
” 一 A 。 （2

一）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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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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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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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口（优）+1 ）一 A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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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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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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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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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聍二，）霎∽p

  

—
j)+2

’ 一 A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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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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砉∽

  

砉（多）

  

砉∽亨
1

）_（j三，））

  

砉∽1H 三，№¨ 一
j户 一 p叶

 

 c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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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p

岁
1

）c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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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砉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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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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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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砉(弘
一

j)n
一 壹 ． 孙户¨ 一

j)n ．

     

 i=2

 

 J

  

令划线部分式子为 A ，则

     

 A=p （户
一 1）

”

+
户

（户
一 2）

” 一
户（户

一 1 ）
”

+

     

 Z

  

（三）(p-3 ，
” 一

(兰)(p-2，
”

+ … +
户

(p-p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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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忌对任意 自然数都是

  

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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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定理

  

对于任意正整数 N 一 2
‘
-+26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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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s（志． > 愚2> … ≥ 忌，），有

     

 r  l

   

 A。(N)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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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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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明

 

 A。(N) 一 ∑以
‘

(m) 一 ∑ n
‘

(m)+

     

 m<Nm<

      

研<2kl

    

∑

  

以
‘

(m)+ … +

    

∑

    

乜
‘

(m)+

 

 2kl  <rn<2kl  +2k2

   

 N_2ks_l  _2ks  <m<N_2ks

    

∑

 

 n
‘

（优）一 ∑ 以
‘

(m)+ ∑ (n(m)+1)
‘

+ …

 

 K1_2k, ≤埘<N

   

 m<2kl

   

 m<2k2

     

 r一 1

 

 + ∑ (a(m)+(5 — 1))
‘ 一 ∑A,(2

‘
,+-)+

     

 rn<2ks

   

 i-。

 

 (1)萎诅，．c2
‘* ，，+ … + （：二，）萎i'1A ，(2ki+i，+

 

 r一1

  

∑ i
‘

． 2ki+l．

 

 i-。

      

根据引理 ，An  (2k) 一 莹！（忌一
j）

”

． 令 竹 一 1 ，

     

 j=0J

 

 2，… ，t-  l,t，得到 Ai  (2k) ,Az  (2k)，
…

，At(2k) ， 代入

  

上式 ，整理得定理成立 ．

      

推论 1

  

对于任意正整数 N 一 2
‘
， +2'z+ … +

 

 26s (ki>k2> … ≥ 走，) ，

     

 r  1

     

 Ai  (N) 一 ∑ (ki+i ． 2't“
一

1+i ． 2ti+，) ．

     

 i-。

      

推论 2

  

对于任意正整数 N 一 26 ． +2'z+ … +

 

 2ks（愚1> 是2> … ≥ k ，），

     

 .  1

     

 A:(N) 一 ∑ (k2+,+ki+,(4i+l)  +4j2).2ki+.q.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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