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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具有延迟参数的 Ｓ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 ｉ ｌ ｌｅ 算子的逆谱问题是 Ｓ 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 ｉ ｌ ｌｅ 理论的
一

个重要分 支 ． 延

迟参数的 Ｓ 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 ｉ ｌ ｌｅ 微分方程可用于对声波信号的传输以及液压冲击或其他波过程的模拟 ． 本文

主要研究有限区 间上具有延迟变量的二 阶 Ｓ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 ｉ ｌ ｌｅ 算子的特征值及其逆谱问题 ，
利用势函数的

Ｆｏｕｒ ｉｅｒ 展开式的方法得出 了相应的逆谱问题的唯
一性定理

， 即在某些假设条件下 由边值问题的两组谱

可 以唯
一

确定延迟变量 ｔ 和势函数 最后本文给 出势函数的重构筧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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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引言

本文考虑有限区间
［

〇
，

７Ｔ
］

上具有延迟参数的 Ｓｔｕｒｍ
－Ｌ ｉｏｕｖｉ ｌ ｌｅ 算子在两组不同边界条

件下的两个边值问题 ＝１
，

２
） ，
具体研究 内容如下 ：

－

ｙ

＂

｛
ｘ

）
＋

ｑ （
ｘ

）ｙ （
ｘ
－

ｒ
）
＝Ｘｙ （

ｘ
） ，０＜ ｘ＜ ｎ

， （
１ ． １

）

在边界顶点 〇 处满足 Ｄ ｉｒ ｉｃｈ ｌｅｔ 条件

２／ （
〇

）

＝
〇

， （

１ － ２
）

在边界顶点 ＴＴ 处满足含有特征值的
一

次线性二项式的边界条件

ｙ

＇

ｉ
ｎ

）
＋ 
Ｈ

ｊ （
Ｘ

） ｙ （
Ｔｒ

）
＝

０
， （

１ ． ３
）

其中 巧 （

Ａ
）

：

＝Ａ 为谱参数 ，

ｔ 为延迟参数 ， 势函数 咖 ）
为区间

［

０
，

７ｒ
］

上的复值函

数并且连续 ，
当 Ｚｅ

（
０

，

Ｔ
） 时 ， ｇ 〇

ｒ
）
＝

０ ．

Ｓ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ｉ ｌ ｌｅ 问题起源于 １ ９ 世纪初对 Ｆｏｕｒ ｉｅｒ 热传导问题的数学处理
，
它的理论

应用极其广泛 ，

已涉足于数学物理 （
如波动方程 、 热传导方程 、 薛定愕方程 ）

和工程技术等

各类应用及理论学科 ， 许多实际问题的解决可归结为对 Ｓ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ｉ ｌ ｌｅ 问题的特征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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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函数的研究 ， 微分方程耦合不同的边界条件构成了微分方程边值问题 ， 可以描述特定

的物理现象 ． 因此
，

Ｓ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ｉ ｌ ｌｅ 问题 已经逐步成为数学和物理学界的
一

个重要理论研

究分支 ， 并受到相关领域专家及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

随着对谱理论的深入研究并加以推广 ，
到上世纪中叶开始研究带有延迟参数的 Ｓｔｕｒｍ－

Ｌ ｉｏｕｖｉｌ ｌｅ 微分算子 ， 并且对于具有延迟参数的微分算子的逆谱问题的研究有了越来越多

的兴趣 （
见

［

１ １ ９
］ ） ， 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在给定谱的情况下恢复 Ｓ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ｉ ｌｌｅ 算子的

问题 ．

这类延迟参数的 Ｓ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 ｉ ｌ ｌｅ 微分算子通常更适合于模拟各种现实世界 中具有非

局域性质的过程 ， 并出现在许多研究领域 ，
包括 自 动控制理论 、 自 振荡系统理论 、 生物学 、

经济 中的长期预测 、 液压冲击建模以及 自 然科学和工程的其他分支 （
见

［

１ ０ １ １
，

１ ４
］ ）

． 例

如 ， 液体火箭发动机 ［

１ ４
］ 的燃烧过程可以利用具有延迟参数的 Ｓ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ｉ ｌ ｌｅ 微分方程进

行模拟 ， 其 中对延迟参数的物理解释是根据从推进剂喷射时刻到推进剂燃烧时刻发生燃

烧时间的延迟 ． 在这种情况下 ， 势函数 ｇ （
ａ
〇 描述了导致这种延迟的所有参数的影响 因素 ，

例如 ： 推进剂进料线的截面积 、 火箭喷嘴通道面积 ．

对于许多具体边值问题 ， 特征值参数不仅可以 出 现在微分方程中 ，
还可以 出现在边界

条件里 ． 对于两边界条件都含谱参数的 Ｓ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 ｉ ｌ ｌｅ 算子的 问题 ，
它的物理背景是 由两

端连接于可以在滑道上运动的物体上的弦的振动方程分离变量时得到的 （
见

［

１ ９
］ ）

． 目前

人们对于含有特征值参数边界条件且具有延迟变量的 Ｓ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ｉ ｌ ｌｅ 算子问题的谱特征

及其反问题却很少有研究 ， 所以本文对这方面进行探索 ．

本文假设 Ａ＝

／；
ｇ （

ｆ
）
ｄｆ

＃
０ ． 下证延迟参数 ｔ 和势函数 ｇ （

ａ ；

） 可以 由谱 ｈ 和 Ｌ
２ 唯

一

确定 ． 具体来说 ， 本文设 神 是边值问题 （ｊ
＝１

，

２
）
的谱 ， 所讨论的反问题是

在某些假设条件下 由 两组不同边界条件的谱 ＝１
，

２
）
唯一确定势函数

＝１
，

２
）
和延迟变量 Ｔ ．

本文首先利用边界条件构造出该算子的示性函数 ， 从而使得特征值问题转化为某个整

函数的零点问题 ； 其次将满足边界条件的解代入其中 ， 得出示性函数的具体表达式 ；
然后选

取适当 的 围道并利用 留数定理计算出示性函数的渐近估计式 ； 最后利用势函数的 Ｆｏｕｒｉｅｒ

展开式得出反问题解的唯
一

性定理以及势函数的重构算法 ．

§
２ 谱性质

本节我们将讨论算子 ＝１
，

２
）
的特征值的渐近表达式及示性函数的乘积分解

式 ，
得到下列引理 ． 首先 ， 我们通过方程的基本解及边界条件构造出边值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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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２
） 的示性函数 ，

从而将求解示性函数转化为求解
一

个整函数的零点 问题 ．

设 Ａ
＝

ｐ
２

， ｐ

＝

ｐ
＋  ｉｇ ， 令函数 ｙ （

ａ ；

，

Ａ
）
是方程 （

２ ． １
）
在初始条件 ｙ （

０
）
＝

０
，ｊ／ （

０
）
＝１ 的

解 ， 我们利用常数变易法来求方程 （
２ ． １

） 在初始条件 ｙ （
０

）
＝

０
，２／ （

〇
）
＝１ 下的解 Ａ

）
．

引理 ２ ． １ 记 Ａ
＝

ｐ
２

， 则方程 （
２ ． １

） 的解为

， （
ｘ

，

ａ
）

＝

ｓ ｉ＾
＋ ｒ

＾ ）ＭＰ＾
－

ｔ
） ）

ｙ （
ｔ
＿

Ｔ Ｘ
）
ｄｔ

证 方程

ｙ

＂

＋
ｐ

２

ｙ

＝

ｑｙ

的齐次方程通解为

ｙ
＝

ｃ ｉ 
ｃｏｓ

（ｐｘ ）
＋ 〇２ 

ｓ ｉｎ
（ｐｘ ） ，

利用常数变易法 ，
得

ｃ
［ 
ｃｏｓ

（ｐｘ ）
＋ 〇

２ 
ｓ ｉｎ

（ ／
？ｘ

）
＝

０
，

ｙ

ｆ

＝—

ｐｃ ＼ 
ｓｍ

（ｐ
ｘ

）
＋

ｐ〇２ 
ｃｏｓ

（ｐ
ｘ

） ，

ｙ

ｎ
＝—

ｐ〇 ｉ 
ｓ ｉｎ

（ｐ
ｘ

）
＋

ｐｃ
ｆ

２ 

ｃｏｓ
（ｐ
ｘ

）

—

ｐ

２

ｙ ．

将以上三个式子代入方程 （

２ ． ２
） ，
得

ｃ
＾ ｐ

ｓ ｉ＾ｐｘ ）

—

Ｃ
２ｐ

ｃｏｓ
（ｐｘ ）

＝—

ｑｙ ，

（

２ ． １
）

（

２ ． ２
）

（

２ － ３
）

联立起来 ， 解得

，ｓ ｉｎ
（ ／

？ｘ
） ，ｃｏｓ

（ｐ
ｘ

）

Ｃ
ｉ
＝

ｑｙ ，ｃ
２
＝

ｑｙ ．

上式两端在区间
［

０
，Ｍ 上积分 ，

得

ｃ
；
＝－

／

ｐ
Ｘ

ｃ
２

ｃ

ｓｍ
（ｐ

ｉ
）

Ｐ

ｃｏｓ
（ｐｔ

）

ｑ ｛
ｔ
） ｙ ｛

ｔ
）
６．ｔ

／ 〇Ｐ

ｑ （
ｔ
） ｙ （

ｔ
）
ｄｔ

－

＼

－

ａ２ ，

故

ｙ
＝ｃｏｓ （ｐｔ

）
＋ ｏｔ ２ 

ｓｍ （ｐｔ
）
＋［

ｓ ｉｎ
（Ｐ （

ｘ

＾ （
ｔ

） ｙ （
ｔ

）

ｄｔ ．

ＪｏＰ

如果 ？／ （
〇

）

＝
〇

，？／ （
〇

）
＝１

， 则

〇 ！

ｉ
＝

０
，ａ２

所以

ｒ＿

Ｔ Ｘ
）
ｄ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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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给出方程 （

２ ． １
）
的解的具体形式 ．

为此 ， 将方程 （
２ ． １

）
两端关于 ｚ 求导 ，

得

ｙ＼ｘ ｝ 
Ｘ

）
＝

ｃｏｓ
（ｐ
ｘ

）
＋

Ｊ
ｑ （

ｔ
） 
ｃｏｓ

（ｐ （
ｘ
—

ｔ
） ） ｙ （ｔ

—

ｒ
， 
Ｘ

）

ｄｔ ．

因此
，
当

［

０
，

ｔ
） 时 ， 方程 （

２ ． １
）
的解是

ｙ 〇
ｒ

，

Ａ
）

ｓ ｉｎ
（ ／

９ｘ
）

ＰＪ ｒ

当 Ｇ ［

ｒ
，

２ｒ
） 时 ， 方程 （

２ ． １
） 的解是

ｙ （
Ｘ

，

Ｘ
）
＝

Ｓ＾
＋

Ｐ

当 ｘＧ ［

２ｔ
，

ｔｔ
） 时 ， 方程 （

２ ． １
） 的解是

ｓｉｎ
（ ／

９ｘ
）１

＾ Ｓ＾Ｘ
－

ｔ

Ｊｌ
ｙ ｛

ｔ
－

ｒ
，

Ｘ
）
ｄｔ
＝

Ｓ ］ｎ
ｉｐｘ ）

ｐ ｐ

ｑ （
ｔ

） 
ｓ ｉｎ

（ｐ （
ｘ
—

ｔ
） ） 

ｓｍ
（ｐ （

ｔ
—

ｒ
） ）
ｄｔ ．

（

２ ＿ ４
）

（

２ ＿ ５
）

（
２ － ６

）

ｙ ｛
ｘ

，

ｘ
） ｑ （

ｔ
） 
ｓ ｉｎ

（ｐ （
ｘ
—

ｔ
） ） 

ｓ ｉｎ
（ｐ （

ｔ 
—

ｒ
） ）
ｄｔ

ｑ （
ｔ

） ｑ （
ｓ

） 

ｓｍ
（ｐ （

ｘ
—

ｔ
） ） 

ｓ ｉｎ
（ｐ （

ｔ
—

ｒ
—

ｓ
） ） 

ｓｍ
（ｐ （

ｓ
—

ｒ
） ）
ｄｓｄｔ ． （

２ ． ７
）

因此
，
将 （

２ ． ５
） ， （

２ ． ７
）
进一步化简

，
我们可以得到

ｓ ｉｎ
（ｐ
ｘ

）ｃｏｓ
（ｐ （

ｘ
—

ｔ
） ）

ｙ （
ｘ

，

＼
）

ｐ ２
（
Ｐ

ｑ （
ｔ
）
ｄｔ＋

＾ ｊ
ｑ （

ｔ
） 

ｃｏｓ
（ｐ ｛

ｘ
－

２ｔ ＋ ｒ
） ）
ｄｔ

， （

２ ． ８
）

ｙ

＇

｛
ｘ

，

Ｘ
）
＝

ｃｏｓ
（ｐｘ ）

＋

Ｓｍ
（Ｐ （

；

Ｔ
） ）

Ｊ
ｑ （

ｔ
）
ｄｔ
－

＆
ｑ （

ｔ
） 
ｓ ｉｎ

（ ／
｝

（
ｘ
－

２ｔ
－

＼

－

ｒ
） ）
ｄｔ ． （

２ ． ９
）

由 引理 ２ ． ３ 中的渐近估计式可以得到当 ｘ＞ｔ 时 ， ：ｙ （
ｘ

，

Ａ
）
和 ？／ （

〇 ；

，

Ａ
）
的渐近估计式为

ｓ ｉｎ
（ｐｘ ）ｃｏｓ

（ｐ （
ｘ
—

ｒ
） ）

ｙ （
ｘ

，

Ｘ
）

ｐ

２ｐ
２

２ｐ
２

ｑ （
ｔ

）
ｄｔ

ｑ （
ｔ
） 

ｃｏｓ
（ｐ （

ｘｒ
） ）
ｄｔ ＋

３

Ｉｍｐ ７ｒ
、

Ｐ
３ ＞

＾ （
ｘ

， 
Ａ

）
＝

ｃｏｓ
（ ／

？ｘ
）
＋

ｓ ｉｎ
（ ／

？

（
ｘ
—

ｒ
） ）

２ｐ

ｑ （
ｔ

）

ｄｔ

２
／
＞

．

ｑ ｛
ｔ

） 
ｓ ｉｎ

（ｐ （
ｘ
—

２ ｉ ＋ ｒ
） ）
ｄｔ ＋

３
Ｉｍｐ ７ ｉ

（

２ ． １ ０
）

（

２ ． １ １
）

下面给出边值问题 ＝１
，

２
）
的示性函数的表达式 ． 为 了简洁 ，

令

Ａ＝＝

Ｊ
ｑ （

ｔ
）

ｄｔ
，

Ｍ
｛ｐ ，

ｒ
）

＝＝

＼
Ｊ

Ｑ （
ｔ
） 

ｓ ｉｎ
（ｐ （

２ｔ 
－

ｒ
） ）
ｄｔ

，

Ｍ ｛ｐ ， 

ｔ
）

＝＝

■
ｙ

＊

你 ）
ｃ〇ｓ

（ｐ （
２ｔ
－

Ｔ
） ）

ｄｆ
，

Ｃ
ｉ ｛ｐ ，

ｒ
）

＝＝

＼

ｓ ｉｎ
（ｐ
ｒ

） ，

〇２ ｛ｐ ， 

ｒ
）

＝＝

＼

ｃｏｓ
｛ｐ
ｒ

）
．

（
２ ． １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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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 丨
理 ２ ． ２ 边值问题 玛 ） 〇

＝１
，

２
） 的示性函数 ＆ 可以表示为

Ａ
，  （
Ａ

）
＝

ｙ

＇

（
ｎ

， 
Ａ

）
＋ 
Ｈ＾ ｙ＾ ， 

Ａ
） ，ｊ

＝１
，

２ ． （

２ ． １ ３
）

弓 丨
理 ２ ． ２ 说明边值问题 馬 ） 〇

＝１
，

２
） 的特征值集与示性函数 Ａ＾Ａ

） 的零点集
一

致
， 从而表明求解微分算子 的示性函数可以转化为求解 Ａ

ｊ （
Ａ

）
的零点 问题 ． 为

了求解示性函数 ＡｙＡ
） 的零点 ， 我们需要先计算出示性函数 Ａ

ｊ （
Ａ

）
的渐近表达式 ． 因此将

（
２ ． １ ０

） （

２ ． １ １
） 代入 （

２ ． １ ３
） ，
我们有

？

（
入

）

＝ ｃｏｓ
（ ／

〇丌
）
＋
（ｇ⑷ 

ｃｏｓ
（ｐ （

７ｒ
－

ｔ
） ）ｙ （

ｔ
－

ｔ
，

＿＼
）
ｄｔ
－

（
ａ
ｊ ／

〇

２

＋ ＆
】

？

）

［

ｓ ｉｎ— ）

Ｊ
Ｔ ＬＰ

ｒ
ｑ （

ｔ
）
ｓｍ

（ｐ （
７ｒ
－

ｔ
） ）

化简可得

ｙ （
ｔ
－

ｔ
， 
Ｘ

）
ｄｔ

Ａ
ｊ （
Ａ

）
＝

ａ
ｊ 

ｐ ｓｍ
（ｐ７ｒ

）
＋ ｃｏｓ

（ｐ
７ｒ

）
＋

（

２ － １ ４
）

ｂ
ｊ 

ｓ ｉｎ
（ ／

？７ｒ
）

Ｐ

＋ ａ
ｊ ｐ

Ｊ
ｑ （

ｔ
） 
ｓ ｉｎ

（ｐ （
７ｒ
－

ｔ
） ） ｙ （

ｔ
－

ｒ
， 
Ｘ

）
ｄｔ

＋［ｑ （
ｔ

）
ｃｏｓ

（ｐ （
７ｒ
－

ｔ
） ） ｙ （

ｔ
－

ｒ
，

Ｘ
）
ｄｔ

因为

＋
？ｙ

＊

ｇ （
ｔ

） 
ｓ ｉｎ

（ｐ （
７ｒ
－

ｔ
） ） ｙ （

ｔ
－

ｔ
，

Ａ
）
ｄｔ ．

（

２ ． １ ５
）

ｙ （
ｔ
－

ｒ
， 
Ａ

）

＝

ｓ ｉｎ
（ｐ （

ｔ
＿

Ｔ
） ）

 ！

（

２ ． １ ６
）

ｑ （
ｔ

） 
ｃｏｓ

（ ／
？

（
７ｒ
—

ｔ
） ） 

ｓｍ
（ｐ （

ｔ
—

ｒ
） ）
ｄｔ
＝

＼ Ｊ
９ （

ｉ
） ［

ｓ ｉｎ
（ ／

３

（
７ｒ
－

ｒ
） ）

—

ｓ ｉｎ
（ ／

｝

（
７ｒ
－

２ｔ
－

＼

－

ｒ
） ） ］

ｄｉ
， （

２ ＿ １ ７
）

ｑ （
ｔ
） 

ｓ ｉｎ
（ｐ （

７ｒ
—

ｉ
） ） 

ｓ ｉｎ
（ｐ （

ｔ
—

ｒ
） ）
ｄｔ＝

ｉｒ
￣

２
Ｊ

Ｑ （
ｔ
） ［

ｃ〇ｓ
（ｐ （

７ｒ
－

ｔ
） ）

—

ＣＯＳ
（ｐ （

７Ｔ
＿

２ｔ ＋ Ｔ
） ） ］

ｄ古
， （

２ － １ ８
）

所以将上述表达式 （

２ ． １ ６
） （

２ ． １ ８
） 代入 （

２ ． １ ５
） ， 可得

Ａ
ｊ （
Ａ

）
＝

ａ
ｊ 

ｐ ｓｍ
（ｐ７ｒ ）

＋ ｃｏｓ
（ ／

＞７ｒ
）

＿Ｍ
ＣＯＳ

（ ／

９
（
７Ｔ
—

Ｔ
） ）

＾［ｑ （
ｔ

） 
ｃｏｓ

（ ／
？

（
７Ｔ
－

２ ｔ
－

＼

－

ｒ
） ）
ｄｔ＋

＾ 

ｓ ｉｎ
（Ｐ

７ｒ
）

＋
Ａ

ｓ ｉｎ
（ ｙ

９
（
７ｒ
－

ｒ
） ）

Ｐ

Ｉｍｐ ７ｒ
＇

２ｐ

２ｐ ．

／
ｐ 

Ａ １ １ １
Ｐ

ｑ （
ｔ
） 

ｓ ｉｎ
（ ／

？

（
７ｒ
－

２ ｔ
－

＼

－

ｒ
） ）
ｄｔ＋

^

ａ
ｊ ｐ

ｓ ｉｎ
（ｐ７ｒ

）
＋ ｃｏｓ

（ ／
＞７ｒ

）
ｃｏｓ

（ｐ
ｒ

） 

ｃｏｓ
（ ／

＞７ｒ
）

＜^
ｏ
Ａ

ｓ ｉｎ
（ ／

？Ｔ
） 
ｓ ｉｎ

（ ／
＞７ｒ

）

ａ
ｊ 

ｓ ｉｎ
（ｐ

７ｒ
）

ｑ （
ｔ

） 
ｓ ｉｎ

（ ／
）

（
２ｔ
—

ｒ
） ）

ｄ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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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ｊ

ｓ ｉｎ
（ ／

？ ７ｒ
）Ａ

ｃｏｓ
（ｐｒ ） 

ｓ ｉｎ
（ｐ７ｒ

）

—

ｓ ｉｎ
（ｐｒ ） 

ｃｏｓ
（ｐ７ｒ

）

ｐ２ｐ ２ｐ

〇
（

Ｉｍｐ ｜

７ｒ
、

ｐ
２ｒ

因此示性函数 Ａ
） 的渐近表达式为

Ａ
ｊ （
Ｘ

）
＝

ａ
ｊ ｐ

ｓ ｉｎ
（ｐ７ｒ

）
＋

 ［

１
—

ａ
ｊ
ＡＣ２ （ｐ ，

ｒ
）
＋ ａ

ｊ
Ａ

２ （ｐ ，

ｒ
） ］

ｃｏｓ
（ｐ７ｒ

）

－

［

ａ
ｊ
ＡＣ

ｉ （ｐ ， 

ｔ
）
＋ ａ

ｊ
Ａ

ｉ （ｐ ， 

ｒ
） ］

ｓ ｉｎ
（ｐ７ｒ

）
＋

＾

［

ｂ
ｊ
＋ ＡＣ２ （ｐ ， 

ｒ
） ］ 

ｓ ｉｎ
（ ｙ

９７ｒ
）

（

２ － １ ９
）

ＡＣ
ｌ

（ ／
？

，

Ｔ
） 

ＣＯＳ
（ｐ

７Ｔ
）
＋ ０

（

３

Ｉｍ
／

９ ７Ｔ
＞

ｐ
２

表

（

２ ． ２０
）

下面给出算子 ＝１
，

２
） 的特征值的渐近估计式 ．

定理 ２ ． １ 当 卜 ｜

充分大时
，
边值问题 Ｌ

） ， ｊ
＝１

，

２
，
的特征值为 ｛

ａＷ Ｉｃ ｑ（ｊ
＝１

，

２
） ，

且有以下渐近估计表达式 ：

Ｐ
｛

ｎ
＾ ｜


１
－

ａ
ｊ
ＡＣ２ （

ｎ
，

Ｔ
）
＋ ａ

ｊ
Ａ

２ （
ｎ

，

Ｔ
）


，


１

ａ
ｊ
ＵＴＴ Ｖ ｎ

２
／

（
２ ． ２ １

）

证 定义函数

Ａ
ｊ （

Ａ
）

：

＝
ａ

ｊ ｐ
ｓｍ

（ｐ７ｒ
）

． （

２ ． ２２
）

记 诏＼ｎｅＺ
，
是函数 毛 （

Ａ
） 的零点 ，

则有 诏 ）

＝ ｎ
，

ｎｅＺ
， 并且它是函数 ４ （

Ａ
） 简

单零点 ？ 接下来本定理只证明 ＿？

？

＝１ 的情况 ？ 取逆时针围道 ＝

｛
Ａ ：


Ａ

Ｈ 
＝

ｅ
，

ｎｅＺ
｝

（
０＜ｅ＜

ｉ ）
？ 由文

［

２
］
的方法 ， 如果 ｐｅ７？ ， 那么 当 Ｍ 充分大时 ， 在＞上有

ｌ

＆Ｗ Ｉ

＞ ０
）

．

因为 ＡｄＡ
） 和 ＆ （

Ａ
） 都是关于 Ａ 的整函数 ，

且 ＆ （
Ａ

） 在 ７？ 上无零点 ， 所以 Ａ０ ）

＝

＆
（
入

） （

１ ＋ ０
（ ￥ ） ） ，

进而
Ａ

１
（

Ａ
）

－＆
（
Ａ

） ｜
＜＆

（
Ａ

） ，

Ａｅ
７？ ， 所以 由儒歇定理知㈧ 和

Ａ０ ）

在 内有相同 的零点个数 ？ 又 因为 ｗ ａ２＃ 
０

， 所以 当 Ａｅ
７ｎ 时 ， 我们有

Ａ
ｉ （
Ａ

）

Ａ
ｉ

（
Ａ

）

１＋
１
—

ａ
ｊ
Ａ〇２ （ｐ ， 

ｔ
）
＋ ａ

ｊ
Ａ

２ （ｐ ， 
ｒ

）ｃｏｓ
（ ／

？７ｒ
）

ａ
＼ ｐ ｓ ｉｎ

（ｐ
７ｒ

）

ＡＣ
ｉ （ｐ ，

ｒ
）
＋ Ａ ｘ ｛ｐ ，

ｒ
）ｂ

ｘ
ＡＣ２ （ｐ ，

ｒ
）

Ｐ ｄ
ｉ ｐ

２

ＡＣ
ｉ

 （ ／
＞

， 

ｒ
）ｃｏｓ

（ｐ
７ｒ

）

＋ ０
（条 ）

＿

ａ
＼ ｐ

２ｓ ｉｎ
（ ／

＞７ｒ
）

上式两端同 时取对数并应用泰勒展开式 ，
化简可得

Ａ
ｉ （

Ａ
）＿１

—

ａ
ｊ
Ａ〇２ （ｐ ，

ｒ
）
＋ ａ

ｊ
Ａ

２ （ｐ ，

ｒ
）ｃｏｓ

（ｐ
７ｒ

）

ｌｎ

Ａ
ｉ （

Ａ
） ａ ｉ Ｐ ｓ ｉｎ

（ｐ
ＴＴ

）

ＡＣ
ｉ ｛ｐ ，

ｒ
）
＋ Ａ ｘ ｛ｐ ，

ｒ
）ｂ

１ ＋ ＡＣ２ ｛ｐ ，

ｒ
）

Ｐ ａ ｉ ｐ
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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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Ｃ
ｉ ｛ｐ ，

ｒ
）

 ＿

ｃｏｓ
（ｐｔｔ

）

ａ
＼ ｐ

２ｓ ｉｎ
（ｐ

７ｒ
）＼

ｐ
ｓ
Ｊ

由儒歇定理 （
见

［

１ ７
］ ） ， 可得

ｐ
｛

ｎ
－

ｎ
＝－

２ ７ｒ ｉ
 ＿

Ｉｎ

ｉｎ

Ｗ）

ｄｐ

１
－

ａ
ｊ
Ａ〇

２
 （ｐ ， 

ｒ
）
＋ ａ

ｊ
Ａ

２
（ｐ ， 

ｒ
）ｃｏｓ

（ｐ７ｒ
）

ｓ ｉｎ
（ｐ７ｒ

）

２ ｖｒ ｉ
Ｊ７ｎ ａ

ｌ Ｐ

１ｆＡＣｘ ｊｐ ．

ｒ
）

－

＾

ｒ
Ａ

１ ｛ｐ ，

ｒ
）

２ ？ｒ ｉ Ｐ

丄 彳
６
１ ＋ ＡＣ

２ （＾ ｒ
）

２ ？ｒ ｉ
Ｊ

ｊｎａ
－

ｉ ｐ
２

１／ＡＣｉ （ｐ ，

ｒ
）ｃｏｓ

（ｐ
７ｒ

）

ｄｐ

ｄｐ

ｄｐ

２ ７ｒ ｉ

７ｎ
ａ ｉ ｐ

ｚｓｍ
（ ／

＞７ｒ
） ＼ ｎ”

最后对上面等式的右边逐项进行留数计算 ， 可得

（
１

）＿＿
１
－

ａ
ｉ
ＡＣ２ ｛

ｎ
，

Ｔ
）
＋ ａ ｉ

Ａ
２ （
ｎ

，

Ｔ
）

ｎ

 ａ
＼
ｍｒ

因此我们有如下渐近表达式 ：

〇⑴ ＝ 妁 丄

Ｉ
－

ａ
ｉ
ＡＣ２ ｛

ｎ
，

Ｔ
）
＋ ａ ｉ

Ａ
２ ｛
ｎ

，

Ｔ
）

〇 ，

ａ
＼
ＴＶＫ

为 了 问题便于处理 ，
下面 由 Ｈａｄａｍａｒｄ 分解定理给出示性函数的乘积展开式 ．

定理 ２ ． ２ 示性函数 ／＾ （

Ａ
） 是关于 Ａ 的

｜
阶整函数 ，

且有如下乘积展开式

－

Ａ

Ａｊ

■

（
入

）

＝

？ 入兀

ｎ
２

３
＝１

，２ ．

（
２ ． ２３

）

从而示性函数 ＡｙＡ
）（ｊ

＝１
，

２
） 可 由特征值 （ｊ

＝１
，

２
） 和 ％（ｊ

＝１
，

２
）
唯
一

确定 ．

证 根据 （
２ ． ２〇

）
显然可知 Ａ

ｊ ｐＯ （ｊ
＝Ｉ

，

２
）
是关于 Ａ 的

｜
阶整函数 ，

因此 由 Ｈａｄａｍａｒｄ

分解定理 （
见

［

８
］ ） 知 ，

Ａ
，

．

（
Ａ

）
可以写成

〇〇

Ａ
，  （
Ａ

）
＝

ａ
ｊ
ＸＣ

Ｊ］ ｜ 古 ）

？

Ａｎ

下面求乘积展开式常数 ａ

考虑函数

那么

〇〇
 、

Ａ
ｊ （

Ａ
）

：

＝
ａ

ｊ ／
＞ ｓ ｉｎ

（ ／
？７ｒ

）
＝

ａ
ｊ
７ｒ入

Ａ
， （
Ａ

） （７
丹

ｎ
２

丹 ；＾
－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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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
２ ． １ ９

） 和 （
２ ． １ ７

） ， 我们可以计算出

Ａ
ｊ （
Ｘ

）

因此可得常数

ｌ ｉｍ

从而完成定理 ２ ． ２ 的证明 ．

§
３ 唯一性定理及重构算法

上一小节我们讨论了算子 ＝１
，

２
） 的特征值的渐近表达式及示性函数

Ａ
ｊ （
Ａ

） 的乘积分解式 ． 接下来本节将给出带有延迟参数的 Ｓｔｕｒｍ
－Ｌ ｉｏｕｖｉ ｌｅ 算子的反问题解

的唯
一

性定理及势函数的重构算法 ， 即给定两组谱 求势函数 ｇ 〇
ｒ

） ， 延迟参

首先 ， 给出 延迟参数 ｔ 的唯
一

确定性 ， 即探究边值问题 ４ （９ ； 马 ） （ｊ
＝１

，

２
）
的几组谱

可以 唯
一

确定延迟参数 Ｔ ．

引理 ３ ． １ 延迟参数 ｔ 可以 由边值问题 ＬＡ ；
历 ） 的特征值 ｛

Ａｆ ｝岭 ？ 唯
一

确定 ？ 同

理也可 由边值问题 的特征值 ｛
＞１

２
）

｝？列 唯
一

确定 ．

证 因为存在无数多个 ｆｃｅＮ 和 ５＞０
，
使得 

ｓ ｉｎ
（
ｆｃＴ

）卜 ５＞０
， 所以 由 （

２ ． ２ １
）
以及假

设条件 ４
＃ 

〇
， 我们有

２ ．２Ａ ｃｏｓ
（ （
ｆｃ— ２

）
ｒ

） ２２Ａ ｃｏｓ
（ （
ｆｃ＋ ２

）
ｒ

）

＿ Ｉ
＊ａ

ｉ
７Ｔ ７Ｔ〇

ｉ
７Ｔ ７Ｔ

允 ２＿

｜

＿
２Ａ ｃｏｓ

（ （
ｆｃ— １

）
ｔ

）２＿
２Ａ ｃｏｓ

（ （
ｆｃ＋ ｌ

）
ｒ

）

ａ
ｉ
７Ｔ ７Ｔ〇

ｉ
７Ｔ ７Ｔ

＝
ｌ ｉｍ

ｃｏｓ
（ （
ｆｃ
－

２
）
ｒ

）

－

ｃｏｓ
（ （
ｆｃ＋ ２

）
ｔ

）

／ｃ ）

－

〇〇ｃｏｓ
（ （
ｆｅ
—

ｌ
）
ｒ

）

—

ｃｏｓ
（ （
ｆｅ＋ ｌ

）
ｒ

）

ｓ ｉｎ
（

ｆｃｒ
） 
ｓ ｉｎ

（

２ｒ
）

ｋ ＾ 〇〇ｓ ｉｎ
（

ｆｃｒ
） 
ｓ ｉｎ ｒ

＝ ２ ｃｏｓ ｒ．

数 ｔ
， 八 叫 ，

ａ２ ，
＆

ｉ 和 ＆
２

．

因此可得 Ｔ 的表达式为

－

（
ｆｃ
－

２
）

２－＋
 （
ｆｃ＋ ２

）

２ －

－

（
ｆｃ
－

ｌ
）Ｈ 

＋
 （
ｆｃ＋ｌ

）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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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式可知 Ｔ 可 由边值问题 的特征值 ｛
ＡＰｋＭ 唯

一

确定 ． 同理也可证得

Ｔ 可 由边值问题 Ｌ
２ （ｇ ；

丑
２ ）
的特征值 ｛

ＡＰ ｝ ？＞ ０ 唯
一

确定 ．

由记号 ４ ：

＝

／；
９⑷出 ，

下面考虑该积分与边值问题 的谱的关系 ．

引理 ３ ． ２ 当 ７Ｔ
—

ｔｅ时 ，

Ａ 可以 由 边值问题 历 ） 的特征值 ｛
Ａ以

；Ｋ＾ ０ 唯
一

确定 ． 同理也可 由边值问题 ｉ
２ （ｇ ；

ｉ？
２ ） 的特征值 ｛

ＡＰ ｝岭 ？ 唯
一

确定 ．

证 根据 （
２ ． １ ５

） ， 我们有

Ａ
１ （

Ａ
）

＝ ａ
１ ｐ ｓ ｉｎ

（ｐ
７ｒ

）
＋ 〇〇ｓ

（Ｈ 
＋

一 Ｓ
（

ｆ
－

Ｔ
） ）

＋ 〇
（＾

：

）

． （

３ ． ２
）

因为 Ｍ＃ 
０

， 结合 （
２ ． ２３

） 和 （

３ ． ２
） ， 有

ａＴＴ
—

Ａ． ，、Ｃ０Ｓ
（ ／

？７ｒ
）Ａ ｃ〇ｓ （ｐ （ ７Ｔ

—

ｒ
） ）／ ｅ

Ｉｍｐ ７ｒ ．

ｎ＝

ｐ ｓｍ
｛ｆ
ｍ

）
＋ ＋

２

１ ＋ ０
＼ ｒ＼ （

３ － ３
）

ｎ＝ ｌ^

由 于 ｛ｐｎ ：Ｐｎ
＝ｎ＋

Ｉ ，

ｎＧＺ
｝ 和 ｛ ／

｝ｍ ：＝ （
ＴＴ

＾
）
７ｒ

，

ｍｅＺ
｝ 分别是ＣＯＳ

（ ／

９７Ｔ
） 和

Ｃ０Ｓ
（ｐ （

７Ｔ 

—

Ｔ
） ） 的零点集 ， 在假设 ７Ｔ 

—

ＴＧＱ
Ｃ

下
，
显然可得三角函数 ＣＯＳ

（ ｙ

９ ７Ｔ
） 和 ＣＯＳ

（ ｙ

９
（
７Ｔ 

—

Ｔ
） ）

在复数域 Ｃ 内无公共零点 ． 记

＞５
，ｍＧｚ

｜
，

其中 ６ 充分小 ， 那么存在常数 使得


ｃｏｓ

（ ／
？

（
７ｒ
—

ｒ
） ） ｜＾＞０

，ＶＡｅ

Ｇ ｓ ：

＝

｜

ａ ：

ｌ
爪 十

２ ）
兀

令ｐｍ
＝

ｍ ＋
－ ，
ｍｅＮ

，
当／

？ｍｅＧ ５时 ， 我们有ｃｏｓ
（ｐｍ

７Ｔ
）
＝

０
，

ｃｏｓ
（ｐｍ （

７Ｔ
－

Ｔ
） ） ｜＞Ｃ５＞０

，

将表达式 ＝
ｍ ＋

ｉ 代入 （
３ ． ３

） ， 可得

１〇００

＋ ＋
３ ）ｎ

Ａｍ
＾—

 （
ＴＴｌ ＋

｜ ）

２

ｍ
么

（

－

ｉｒ
（

ｍ ＋ ｉ

）

＋

Ａ ｃｏｓ
（ （
ｍ ＋

｜ ） （
７ｒ
—

ｒ
） ）

由上式解得 ａ 的表达式为

（

－

ｌＨｍ ＋ ｉ

）

－

７ｒ
（
ｍ ＋ ｉ

）

２

ｆｌ

Ａ 
＝２ ｌ ｉｍ

ｍ
—

￥ 〇ｏ ｃｏｓ
（ （
ｍ ＋

｜ ） （
７ｒ
－

ｒ
） ）

？ （

３ ． ４
）

下面两个引理讨论该边值问题的边界条件中系数 ￣ 与谱的关系 ，
并给出相应结

果 ．

引理 ３ ＿ ３ 当 ７Ｔ
—

ＴｅＱ
ｃ

时 ，

ａ ｉ 可以 由边值问题 心 （９ ；
历

）
的特征值 ｛

ＡＰ ｝岭 〇 唯
一

确定 ． 同理 ａ２ 也可 由边值问题 ｉ
２

（ｇ ；

丑
２

）
的特征值 ｛

ＡＰ ｝ｎ＞ ？ 唯
一

确定 ．

证 由
（

２ ． ２ １
）
和

（

３ ． ３
） ， 我们有

ａ
ｊ
＝ ｌ ｉｍ

ＴＴ ｎ ＾ ｏｏ

— —

Ａ ｃｏｓ
（
ｎｒ

）

^
（
３ ．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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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由 引理 ３ ． １ ３ ． ２ 知 Ａ 和 Ｔ 可以 由边值问题 的特征值 唯
一

确

定 ， 所以 叫 可以 由边值问 的特征值 ｛
Ａ＾ ｝ ？＞ ０ 唯

一

确定 ． 同理也可证明 ａ２ 由

边值问题 １
２化 丑２ ） 的特征值 ｛

＞１

２
）

｝ ？冲 唯
一

确定 ． 因此引理得证 ．

引理 ３ ．４ 当 ７Ｔ
—

ｔｅＱ
ｃ

时 ， ＼ 可以 由 边值问题 历
）
的特征值 ｛

Ａ以 ｝心 〇 唯
一

确定 ． 可以 由边值问题 ｉ
２ （ｇ ；

ｉ？
２ ） 的特征值 ｛

Ａ０ ｝岭 ？ 唯
一

确定 ．

证 由 （
２ ． ５

） （
２ ． ７

） ， 我们有

Ａ
ｊ （

Ａ
）
＝ａ

ｊ ｐ
ｓ ｉｎ

（ ／
？７ｒ

）
＋ ｃｏｓ

（ ／
？７ｒ

）

ａ
ｊ
Ａ ｃｏｓ

（ｐ （
７ｒ
—

ｒ
） ）Ａ ｓｍ

（ｐ （
７ｒ
—

ｒ
） ）

ｓ ｉｎ
（ ／

？７ｒ
）ｂ

ｊ
Ａ ｃｏｓ

（ｐ （
７ｒ
—

ｒ
） ）

２ｒ
？

．

另外 ， 有如下表达式成立

ｐ ２ｐ
２ ２ｐ

／
？

７Ｔ ＇

＾／ｑ （
ｔ

） 
ｃｏｓ

（ ／
？

（
７Ｔ
－

２ ｔ
－

＼

－

ｒ
） ）
ｄｔ＋

２ｒｐ
２

ＪＴ

２ｐ

ｑ （
ｔ

） 
ｓ ｉｎ

（ｐ （
７ｒ
—

２ｔ ＋ Ｔ
） ）

ｄｔ

疒
７Ｔ

ｑ （
ｔ
） 
ｃｏｓ

（ ／
？

（
７ｒｒ

） ）
ｄｔ ． （

３ ． ６
）

ｑ （
ｔ

） 
ｃｏｓ

（ ／
？

（
７ｒｒ

） ）
ｄｔ

（
３ － ７

）

＝ ｃｏｓ
（ ／

９
（
７ｒ ＋ ｒ

） ）

Ｊ
ｑ （

ｉ
）
ｃｏｓ

（
２ｐｔ

）
ｄｔ

－

＼

－

ｓ ｉｎ
（ｐ （

７ｒ

Ｊ
ｑ （

ｔ
） 
ｓ ｉｎ

（
２ｐｔ

）
ｄｔ

，

Ｊ
ｑ （

ｔ
） 
ｓ ｉｎ

（ ／
？

（
７ｒｒ

） ）
ｄｔ

／

７Ｔ ／
？

７Ｔ

ｑ （
ｔ

） 
ｃｏｓ

（

２ｐｔ
）

ｄｔ
—

ｃｏｓ
（ｐ （

７ｒ ＋ ｒ
） ）／＾ （

ｔ
） 
ｓ ｉｎ

（
２ｐｔ

）
ｄｔ ． （

３ ． ８
）

然后将表达式 Ｐｍ
＝２ｍ ＋ｍＧＺ

， 代入 （
３ ． ７

） （
３ ． ８

） ， 并且 由 Ｒ ｉｅｍａｎｎ
－Ｌｅｂｅｓｇｕｅ 引理 ， 可

得

ｌ ｉｍ

ｍ ＾ ｏｏ

ｇ （
ｔ

） 
ｃｏｓ

（

２ｍ ＋
■ ） 

（
７ｒ
＿

２ｔ ＋ Ｔ
）

ｄｔ 〇
，

ｌ ｉｍ

ｍ ＾ ｏｏ

－

２ｔ
－

＼

－

ｒ
）

ｄｔ
＝ ０ ．

最后 ，
根据 （

３ ． ６
） ，
有

ｂ
ｊ
＝— ｌ ｉｍ

ｍ ＾ ｏｏ

＾
ｊ （ｐｈ ）

－

ａ
ｊ Ｐｍ＋

｜
ｑ
ｊ
Ａ ｃ〇ｓ

（ ／
？ｍ （

７Ｔ 
－

ｒ
） ）
＋ （

７Ｔ
－

ｒ
）

Ａ
 （

７Ｔ
—

Ｔ
）

２
—

７Ｔ

（
３ ． ９

）

因此
， 我们得到了关于 ｂ 的表达式 ． 综上可知引理得证 ．

接下来我们将证明势函数 可以 由算子 ＝１
，

２
） 的谱唯

一

确定 ． 本文假

设势函数 ｇ 〇
Ｔ

）
在实直线上的展开式以 ７Ｔ 为周期 ， 那么在区间

［

０
，

７Ｔ
］
外 ｇ （

ａ
〇 以周期 ７Ｔ 进行

延拓 ？ 因为 ｇ 〇
ｒ

）
ｅ ＿Ｌ

２

［

０
，

７Ｔ
］

， 并且在区间 （
０

，

Ｔ
）
上 ＝

０
， 所以势函数 有如下 Ｆｏｕｒ ｉｅｒ

展开式 ：

ｇ （
ｘ

）

＝

ｃ〇２


１

—

７Ｔ ７Ｔ

ｙ＾ （
〇ｎ 

ｃｏｓ
（
２ｎｘ

）
＋ ｄｎ 

ｓ ｉｎ
（
２ｎｘ

） ） ，

ｎ＝ ｌ

（

３ ． １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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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７Ｔ ／
？

７Ｔ ／
？

７Ｔ

ｑ （
ｔ
）
ｄｔ
—

Ａ
，Ｃｎ

—

ｊｑ （
ｔ
） 
ｃｏｓ

（
２ｎｔ

）
ｄｔ

，ｄｎ
—

ｑ （
ｔ
） 
ｓｍ

（
２ｎｔ

）
ｄｔ ．

根据引理 ３ ． ７
， 系数 ｃ〇 可以 由

一

组谱唯
一

确定 ． 接下来本节将要证明其他系数 ｃ？ 和

可以 由两组谱唯
一

确定 ． 因此当 Ｆｏｕｒ ｉｅｒ 系数 ｃ〇 ，
ｃ？ 和 都确定时 ，

由
（

３ ． １ ０
） 可知势

函数 也可以 由两组谱唯
一

确定 ．

定理 ３ ． １ 当 ７Ｔ
—

ｔｅ时
，
由边值问题 ｈ（ｊ

＝１
，

２
）
的两组谱 ｛

Ａｆ
，

Ａｆ ｝心 〇 可以

唯
一

确定
Ｆｏｕｒ ｉｅｒ系数

〇ｎ ， （
ｎ
＝１

，

２
，

…

）
．

证 将 ｐ

＝
ｎ

，

ｎ ｅ Ｎ
， 代入 （

３ ． ６
） ，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表达式 ：

ｓ ｉｎ
（
ｎ

（
７ｒ ＋ ｒ

） ）

（

－

（

－

２ｎ

Ｃ０Ｓ
（
ｎ

（
７Ｔ ＋ Ｔ

） ）

２ｎ

ｓ ｉｎ
（
ｎ

（
７ｒ ＋ ｒ

） ）

２ｎ

Ｃ０Ｓ
（
ｎ

（
７Ｔ ＋ Ｔ

） ）

２ｎ

ａ
ｉ 
ｃｏｓ

（
ｎ

（
７ｒ＋ ｔ

） ）

ｂ
＼ 
ｃｏｓ

（
ｎ

（
７ｒ ＋ ｒ

） ）

４ｒ ２ｒｎ
２

ａ
ｉ
ｓ ｉｎ

（
ｎ

（
７ｒ＋ ｔ

） ）
ｂ
＼ 
ｓ ｉｎ

（
ｎ

（
７ｒ＋ ｒ

） ）

４ｒ ２ｒｎ
２

ａ
ｉ

＿Ａ ｃｏｓ
（
ｎ

（
７ｒ
—

ｔ
） ）

—

Ａ ｓｍ
（
ｎ

（
７ｒ
—

ｒ
） ）

２ｎ

ｃｏｓ
（
ｎ

（
７ｒ＋ Ｔ

） ）

＼＞２ 
ｃｏｓ

（
ｎ

（
７ｒ ＋ ｒ

） ）

４ｒ ２ｒｎ
２

ａ ２
ｓ ｉｎ

（
ｎ

（
７ｒ＋ ｔ

） ）
６２ 

ｓ ｉｎ
（
ｎ

（
７ｒ＋ ｒ

） ）

４ｒ ２ｒｎ
２

ａ
２
Ａ ｃｏｓ

（
ｎ

（
７ｒ
—

Ｔ
） ）

—

Ａ ｓ ｉｎ
（
ｎ

（
７Ｔ
—

ｔ
） ）

２ｎ

）

ｃｎ

）

ｂ
ｉ
Ａ ｃｏｓ

（
ｎ

（
７ｒ
—

ｔ
） ）

２ｎ
２

）

ｃｎ

）

２ｎ
２

解方程可得

Ｃｎ ＾
ｄｎ

Ｑ

Ｄ
， （

３ ．Ｈ
）

其中

Ｄ

Ｐ

ｎ
（
？２

－

ａ ｉ ）

Ｓｒｎ？
，

Ａ
ｉ

（
ｎ

２

）

－

Ａ
２

（
ｎ

２

）

（

３ － １ ２
）

２ｎ

－

ａ２
Ａ

ｉ
（
ｎ

２

）

ｃｏｓ
（
ｎ

（
７ｒ＋ ｒ

） ）
＋

３
（
ｆｌ

ｌ
６２
—

ａ ｉ
Ａ

２
（
ｎ

２

）

８ｒｎ
２

６２Ａ ｉ
（
ｎ

２

）

—

６
ｉ
Ａ

２
（
ｎ

２

）

Ａ ｃｏｓ
（
ｎ

（
７ｒ
—

ｔ
） ） 

ｓ ｉｎ
（
ｎ

（
７ｒ ＋ ｒ

） ）

４ｒ

－

卜 １广
Ｕ

ｓ ｉｎ
（
ｎ

（
７Ｔ ＋ ｒ

） ）
＋

（

／ ＾２

￣

＾
１ｂ

２

—

ｂ

＼８ｎｒ４ｒｎ
３

Ａ
ｉ （
ｎ

２

）

－

Ａ
２ （
ｎ

２

）

４ｒｎ
２

ａ２

—

ａ
ｉ

（

—

ｌ
）

ｎ
〇２

—

ｄ
ｉ

４ｒｎ

＆
２

＿

办
１

、

２ｎ４几
３）

４ ｃｏｓ
（
ｎ

（
７Ｔ
－

Ｔ
） ） 

Ｃ０Ｓ
（
ｎ

（
７Ｔ＋ Ｔ

） ）

）

＾４ ｓ ｉｎ
（
ｎ

（
７ｒ
—

ｒ
） ） 

ｓ ｉｎ
（
ｎ

（
７ｒ ＋ ｔ

） ） ， （

３ ． １ ３
）

２ｎ

ｓ ｉｎ
（
ｎ

（
７ｒ ＋ ｒ

） ）

—

３
（
ａ

ｉ
＆
２

－

？
２
＾
ｉ ）

■

ａ
２
Ａ

ｉ （
ｎ

２

）

－

ａ
ｉ
Ａ

２ （
ｎ

２

）

８ｒｎ
２

＆
２
Ａ

ｉ （
ｎ

２

）

—

６
ｉ
Ａ

２ （
ｎ

２

）

Ａ ｃｏｓ
（
ｎ

（
７ｒ
—

ｔ
） ） 

ｃｏｓ
（
ｎ

（
７ｒ ＋ ｒ

） ）

４ｒ

ｂ
２

—

ｂ
ｉ

２ｒｎ
２

ＣＯＳ
（
ｎ

（
７Ｔ ＋ Ｔ

） ）
＋

４ｒｎ
２

ｆ ａ
２

—

ａ
ｉ

、 ２ｎ

－

（

－

１广
ａ
２

—

ａ
ｉ

４ｒｎ

６
２

—

＾
１

４ｎ
３

ｊ

＿Ａ ｃｏｓ
（
ｎ

（
７ｒ
－

ｔ
） ） 

ｓ ｉｎ
（
ｎ

（
７ｒ＋ 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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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ｇ＾
１

＋
＾＾ ）

Ａ ｓ ｉｎ
（
ｎ

（
７ｒ
－

Ｔ
） ）

ｃｏｓ
（
ｎ

（
７ｒ ＋ Ｔ

） ）
． （

３ ． １ ４
）

因为 Ｔ
，Ａ ，ａｈａ２ ，＆

１ ，

＆
２ ，
Ａ

； ｌ 和 Ａ
２ 可以 由谱唯

一

确定 ， 所以 Ｆｏｕｒ ｉｅｒ 系数 ｃ？ 和

可以 由两组谱 ｛
Ａ＾ＡＰ

；Ｋ＾ ０ 唯
一

确定 ．

下面给出相应势函数 ｇ （
ａ〇 的重构算法 ．

算法 ３ ＿ １ 给定两组谱 ｛
Ａ〖

１
｝

，重构 啦 ） ，

Ａ
，
Ｔ

，

ａ
ｉ ，

ａ２ ，＆ 和 匕 算法如下 ：

１ 利用公式 （
３ ． １

） 计算延迟参数 Ｔ ．

２ 通过公式 （
３ ． ４

） 计算 左

３ 利用公式 （
３ ． ５

） 计算 ％ ．

４ 通过
（
２ ． ２３

） 和 （
３ ． ５

）
重构示性函数 Ａ

） （
Ａ

）
．

５ 利用公式 （
３ ． ９

） 计算 Ｖ

６ 通过公式 （
３ ． １ １

） 计算势函数 ｇ 〇
ｒ

） 的 Ｆｏｕｒ ｉｅｒ 系数 Ｃｎ 和

７ 通过将公式 （
３ ． １ １

） 代入 （
３ ． １ ０

）
重构势函数 ＾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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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ｍｋａｎｇ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Ｍａ ｔｈ ｅｍａ ｔｉｃｓ
＾
２０ １ ７

，
４８ ： ６ １ ７ １ ．

［

４
］Ｂｕｔｅｒ ｉｎＳＡ

，
ＹｕｒｋｏＶＡ ．Ａｎ ｉｎｖｅｒｓｅｓｐｅｃｔｒａ ｌ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ｆｏｒＳ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ｉｌ ｌ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ｗ ｉｔｈａ ｌａｒｇ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ｄｅ ｌａｙ ［

Ｊ
］

．Ａｎａ ｌｙｓ ｉｓａｎｄＭａ ｔｈ ｅｍａ ｔｉｃａ ｌＰｈｙｓ ｉｃｓ
，
２０ １ ７

，
９ ： １ ７ ２７ ．

［

５
］Ｄｊ

ｕｒ ｉｃＮ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ｆｏｒＳ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ｉ ｌ ｌｅ

－

ｔｙｐ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ｗ ｉｔｈｄｅ ｌａｙ ：ｓｙｍｍｅｔ ｒｉｃ

ｃａｓｅ
 ［

Ｊ
］

．Ａｐｐ ｌｉ 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 ｃａ 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ｓ
＾
２０２ １

，
１ １ ： ５０５ ５ １ ０ ．

［

６
］Ｄｊ

ｕｒ ｉｃＮ
，
Ｂｕｔｅｒ ｉｎＳ ．Ｏｎａｎｏｐｅｎｑｕｅｓｔ ｉｏｎ ｉｎｒｅｃｏｖｅｒ ｉｎｇ

Ｓ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ｉｌ ｌｅ
－

ｔｙｐ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ｗ ｉｔｈｄｅｌａｙ ［

Ｊ
］

．Ａｐｐ ｌｉ 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 ｔｉ ｃｓＬｅ ｔ ｔ ｅｒｓ
，
２０２ １

，
１ １ ３ ： １ ０６２ １ ０６８ ．

［

７
］Ｄｊ

ｕｒ ｉｃＮ
，
Ｂｕｔｅｒ ｉｎＳ ．Ｏｎｎｏｎ

－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ｏｆ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ｉｎｇＳ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 ｉ ｌ ｌ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ｗ ｉｔｈ

ｄｅ ｌａｙ ［

Ｊ
］

．ＣｏｍｍｕｎＮｏｎ ｌｉｎｅａｒＳｃ ｉＮｕｍ ｅｒＳｉｍｕ ｌ
ａ
２０２ １

，
１ ０２

，
ＰａｐｅｒＮｏ ． １ ０５９００

，
６
ｐｐ ．

［

８
］Ｄｊ

ｕｒ ｉｃＮ
，
Ｖ ｌａｄ ｉｃ ｉｃＶ．Ｉｎｃｏｍｐ ｌｅｔｅ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ｆｏｒＳ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ｉ ｌ ｌｅｔｙｐｅｄ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 ｉｏｎｗ ｉｔｈ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ｄｅ ｌａｙ ［

Ｊ
］

．Ｒｅｓｕ ｌｔｓｉｎＭａ ｔｈ ｅｍａ ｔｉｃｓ
＾
２０ １ ９

，
７４ ： ３７７ ３９０ ．



２ 期 王 静 杨传富具有延迟参数的 Ｓｔ ｉｍｎ
－Ｌ ｉｏｕｖ ｉ ｌ ｌｅ 算子的谱特征及其反 问题 １ ８３

［

９
］

Ｐｒｅ ｉｌ ｉｎｇ
Ｇ

，
ＹｕｒｋｏＶ Ａ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ｆｏｒＳ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 ｉ ｌ ｌｅ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ａ ｌ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ｗ ｉｔｈ

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ｄｅ ｌａｙ ［

Ｊ
］

．Ａｐｐ ｌ ｉｅｄＭａ ｔｈ ｅｍ ａｔｉｃｓＬｅ ｔｔｅｒｓ
，
２０ １ ２

，
２５ ： １ ９９９ ２００４ ．

［

１ ０
］Ｇａｓｋｅ ｌｌＲＥ ．Ａ

ｐｒｏｂ ｌｅｍ ｉｎｈｅａｔｃｏｎｄｕｃｔ 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ｅｘｐａｎｓ 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ｍ
 ［

Ｊ
］

．Ａｍ ｅｒｉ 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 ｃｓ
，
１ ９４２

，
６４ ： ４４７ ４５ ５ ．

［

１ １
］Ｉｇｎａｔ ｉｅｖＭＹ ．Ｏｎａｎｉｎｖｅｒｓｅｒｅｇｇｅｐｒｏｂ ｌｅｍ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ｒｍ

－Ｌ ｉｏｕｖ ｉ ｌ ｌ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ｗ ｉｔｈ

ｄｅｖｉａｔ ｉｎｇ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ＳａｍａｒａＳｔａ ｔ ｅＴｅｃｈｎ ｉｃａ ｌＵｎ ｉｖ ｅｒｓ ｉ ｔｙ ｆＳｅｒＰｈｙｓ ｉｃａｌ

ａｎｄＭａｔｈｅｍ ａｔｉｃａ 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ｓ
＾
２０ １ ８

，
２２ ： ２０３ ２ １ ３ ．

［

１ ２
］ＮｏｒｋｉｎＳＢ ．Ｏｎａ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ｐｒｏｂ ｌｅｍｏｆＳ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 ｉ ｌ ｌｅｔｙｐｅｆｏｒａｓｅｃｏｎｄ

－

ｏｒｄｅｒｄ ｉｆ
？

ｆｅｒｅｎｔ ｉａｌｅｑｕａｔ ｉｏｎｗ ｉｔｈａｒｅｔａｒｄｅｄ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

Ｊ
］

．Ａｍ 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ｓ ｔｉ ｔｕｔｅｏｆ
Ｐｈｙｓ ｉｃｓ

，１ ９ ５８
，

６ ： ２０３ ２ １ ４ ．

［

１ ３
］Ｐ ｉｋｕｌａＭ

，
Ｖ ｌａｄｉｃ ｉｃ Ｖ

，
Ｖｏ

ｊ
ｖｏｄｉｃ Ｂ ．Ｉｎｖｅｒｓ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ｆｏｒＳ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 ｉ ｌ ｌｅｏｐｅｒａ
？

ｔｏｒｓｗ ｉｔｈ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ｄｅ ｌａｙ
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ｈａｌ ｆ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 ｌａｎｄＲｏｂｉ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 ｉｔ ｉｏｎｓ
 ［

Ｊ
］

．Ｒｅｓｕ ｌｔｓｉｎＭａ ｔｈ ｅｍ ａｔｉｃｓ
＾
２０ １ ９

，
７４ ： ４５ ５ ８ ．

［

１ ４
］Ｔ ｉｓｃｈｌｅｒＡ

，Ｂｅ ｌ ｌｍａｎＤ ．Ｃｏｍｂｕｓｔ ｉｏｎｉｎｓｔａｂ ｉ ｌ ｉｔｙｉｎａｎａｃｉｄ－ｈｅｐｔａｎｅｒｏｃｋｅｔｗ ｉｔｈａ

ｐｒｅｓｓｕｒ ｉｚｅｄ
－

ｇａｓ
ｐｒｏｐｅ ｌ ｌａｎｔ

ｐｕｍｐ 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

Ｍ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ＮＡＣＡ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ｓ

，

１ ９５３ ．

［

１ ５
］Ｖ ｌａｄ ｉｍ ｉｒＶ

，
Ｐ ｉｋｕｌａＭ．Ａｎ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ｆｏｒＳｔｕｒｍ
－Ｌ ｉｏｕｖ ｉ ｌ ｌｅ

－

ｔｙｐｅｄ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ａｌｅｑｕａ
？

ｔ ｉｏｎｗ ｉｔｈ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ｄｅ ｌａｙ ［

Ｊ
］

．Ｓａｒａｊｅｖｏ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
２０ １ ６

，
１ ２ ： ８３ ８８ ．

［

１ ６
］Ｖ ｌａｄ ｉｍ ｉｒＶ

，
Ｍ ｉ ｌ ｉｃａＢ

，
Ｂ ｉ ｌ

ｊ
ａｎａＶ．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ｆｏｒＳｔｕｒｍ
－Ｌ ｉｏｕｖｉ ｌ ｌｅ

－

ｔｙｐｅｄ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 ｉｏｎｗ ｉｔｈ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ｄｅ ｌａｙｕｎｄｅｒＤ ｉｒ ｉｃｈ ｌｅｔ
／ｐ

ｏ ｌｙｎｏｍ ｉ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 ｉｏｎｓ

 ［

Ｊ
］

＿

Ｂｕ ｌ ｌｅ ｔｉｎｏｆ 
ｔｈｅＩｒａｎ ｉａｎＭａｔｈｅｍａ ｔｉ ｃａ ｌＳｏｃ ｉ ｅ ｔｙ ，

２０２ １
，
４８ ： １ １ ５ ．

［

１ ７
］ＹａｎｇＣＦ ．Ｔｒａｃ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ｓｅｐｒｏｂ ｌｅｍｏｆａｄｉｓｃｏｎｔ ｉｎｕｏｕｓＳｔｕｒｍ

－Ｌ ｉｏｕｖｉｌ ｌ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ｗ ｉｔｈｒｅｔａｒｄｅｄ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 ｌＡｎａ ｌｙｓ ｉｓａｎｄＡｐｐ 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
２０ １ ２

，

３９５ ： ３０ ４ １ ．

［

１ ８
］
ＹａｎｇＣＦ ．Ｉｎｖｅｒｓｅｎｏｄａｌ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ｆｏｒｔｈｅＳ 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 ｉ ｌ ｌ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ｗ ｉｔｈ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ｄｅ ｌａ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 ｌＥ
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 １ ４

，
２５ ７ ： １ ２ ８８ １ ３０６ ．

［

１ ９
］
张茂柱 ， 黄振友 ．

一

类两边界条件含参数的 Ｓ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 ｉ ｌ ｌｅ 问题
［

Ｊ
］

． 应 用 泛 函分析 学

报
，

２００８
，
４ ： ３６６ ３７２ ．



１ ８４ 数 学 年 刊 Ａ 辑 ４５ 卷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 ｉ ｌ ｌ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ｗ ｉｔｈ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Ｄｅ ｌａ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ｒＩｎｖｅｒｓ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

ＷＡＮＧＪ ｉｎｇ
１ＹＡＮＧＣｈｕａｎｆｕ

２

１

Ｄ 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ｓ
，Ｓｃｈｏｏ ｌ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ｓ

，Ｎａｎ
ｊ
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ｏｆ Ｓｃ 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

Ｎａｎ
ｊ
ｉｎｇ

２ １ ００９４
，
Ｃｈｉｎａ

；
Ｎ ｉｎｇｂｏＺｈｅｎｈａｉ

Ｄ ｉｓｔ ｒｉｃｔＶｏ ｃａｔ 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Ｓｃｈｏｏ ｌ
，
Ｎ ｉｎｇｂｏ３ １ ５２０ １

，

Ｚｈｅ
ｊ
ｉａｎｇ ，

Ｃｈｉｎａ ．

Ｅ－ｍａｉ ｌ ：

ｊ
ｉｎｇｗａｎｇ＠ｎ

ｊ
ｕｓｔ ． ｅｄｕ ． ｃｎ

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ｓ
，Ｓｃｈｏｏ ｌ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ｓ

ａｎｄＳｔａｔ ｉ ｓｔ ｉｃｓ
，
Ｎａｎ

ｊ
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ｏｆＳｃ 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

Ｎａｎ
ｊ
ｉｎｇ

２ １ ００９４
，

Ｃｈｉｎａ ．Ｅ－ｍａｉ ｌ ：ｃｈｕａｎｆｕｙａｎｇ＠ｎｊ
ｕｓｔ ． ｅｄｕ ． ｃｎ

Ａｂｓｔ ｒａｃｔ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ｓ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ｐｒｏｂ ｌｅｍ ｏｆ Ｓ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ｉ ｌ ｌ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ｗ ｉｔｈ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ｄｅｌａｙ

ｉｓ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ｂｒａｎｃｈｏｆ Ｓｔｕｒｍ
－Ｌ ｉｏｕｖ ｉ ｌ ｌｅ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Ｓｔｕｒｍ

－Ｌ ｉｏｕｖ ｉ ｌ ｌｅｄ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ａｌｅｑｕａｔ ｉｏｎ

ｗ ｉｔｈ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ｄｅ ｌａｙ
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ｍｏｄｅ ｌ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ｍ ｉｓｓ ｉｏｎｏｆａｃｏｕｓｔ ｉｃｓ ｉｇｎａｌｓ

，
ｈｙｄｒａｕｌ ｉｃ

ｓｈｏｃｋｏｒｏｔｈｅｒｗａ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ｍａｉｎｌｙ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ｅ 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ｒｓ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Ｓｔｕｒｍ－Ｌ ｉｏｕｖ ｉ ｌ ｌ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ｗ ｉｔｈ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ｄｅ ｌａｙ
ｏｎｆｉｎｉｔ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Ａｎｄ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ｌｓｏｏｂｔａ 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ｔｈｅｏｒｅｍｓｂｙ

Ｆｏｕｒ ｉｅｒ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 ｉａｌ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 ．Ｔｈａｔｉｓ

，
ｕｎｄｅｒ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ｓｓｕｍｐｔ ｉｏｎｓ

，ｔ
ｈｅｄｅ ｌａｙ

ｖａｒｉａｂ ｌｅ

ｒａｎｄ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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