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 统 科 学

句
 ! ∀乞 #

∃ % &∋ ( &∃ ) ) %
,

∗(
,

与 数 学

材+ ,− ! .幼

∃/ ∗∀0 ∃ 1 %

高阶混合中立型微分方程解的振动性
2

程 金 发

&厦门大学数学系
,

厦门 ∋ 3 %) )  (

摘要 本文研究奇数阶混合类型的中立型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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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果改进了客 5Δ% 中的全部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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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节省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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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仅对方程 &% %( 加以详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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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方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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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样的方法很容易

得出相应的充分性结果

如果一个解有任意大的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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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称解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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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解最终为正或为负
,

则称解非振

动 如果方程 &% %( 的所有解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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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称方程 &% %( 是振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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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理及其证明

本文研究微分方程 &% %( 的振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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