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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偏差分方程是包含两个以上独立变量的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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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学和经济数学模型
,

分子轨道问

题和数学物理中常导出偏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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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若干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时滞偏差分方程解的振动

性作了大量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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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此建立了一个

只由系数和偏差所表示的明显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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