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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一类含扩散与无限分布时滞的竞争型 H,<I/F@,(<:--/ 生态模型，利用对应特征值问题解的性质和比较原

理，通过对应周期抛物系统
!!"（ #，$）

!#
% &"!"（ #，$）’ !"（ #，$）［("（ #，$）% )"（ #，$）!"（ #，$）］，（ " ’ D，"）的周期解得到模

型的上下解（"!D，"!"），（#，#），证明了模型在所对应的特征方程的主特征值!D（("）##，（" ’ D，"）时存在全局渐近稳定

的平凡解，当 !D（(D）* #，!D（("）## 和!D（(D）##，!D（("）* # 时分别存在全局渐近稳定的半平凡解（"D（#，$），#）和

（#，""（ #，$））。并采用单调迭代技巧构造恰当的 +,周期序列，证明了对任意的非负初始值，模型存在一对周期正解及

其渐近稳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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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引言及预备知识

含扩散与时滞的 H,<I/F@,(<:--/ 是一类非常重

要的生态学数学模型，许多科学工作者利用这类模

型对生物种群问题进行了研究，周期解的存在性与

稳定性是生态方程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已受到广

泛的重视。特别是近年来，时滞对周期解的影响吸

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大量的结果被建立［DF%］。

然而，这些研究主要涉及有限时滞的情形，而对无限

时滞问题却很少涉及［LF$］。基于此，本文将研究一类

含扩散与无限时滞的竞争型 H,<I/F@,(<:--/ 系统，通

过特征值问题构造模型的上下解，应用比较原理得

到其周期解存在与全局渐近稳定的一个充分条件。

本文考虑如下竞争型 H,<I/F@,(<:--/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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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结果及证明

为证明本文的主要结果，引入以下引理。

引理 D! 如果（D）式存在上解（"!D，"!"）和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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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有光滑函数（""!，"""），（ !"!，!""）满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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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 因为（""!，"""），（ !"!，!""）是（!）式的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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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如下微分系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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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比较原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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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为如下边值问题的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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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且 +,-

$)#
,./［,)（ $，·）" "（#）

) （ $，·）］# " #

+,-
$)#

234［,)（ $，·）" -"（#）
) （ $，·）］

因此｛-"（#）
) ｝，｛"（#）

) ｝为单调有界序列。令

+,-
$)#
-"（#）
) （$，&）2 -")（$，&），+,-

$)#
"（#）
) （$，&）2 ")（$，&）

则由（!&）式知（-"!，"$），（"!，-"$）满足（!）式，即（-"!，

"$），（"!，-"$）为（!）式的 ’(周期正解，且当#)# 时

有

+,-
$)#

,./［,)（ $，·）" ")（ $，·）］# " #

+,-
$)#

234［,)（ $，·）" -")（ $，·）］

故定理 $ 得证。 证毕

推论!( 在定理$的条件下，若-") 2 ").&)（$，&），

则（&!（ $，&），&$（ $，&））为（!）式的全局渐近 稳 定

解。

证明 ( 由定理 $ 知，若 -") 2 ") . &)（ $，&），则

+,-
$)#

,./［,)（ $，·）" &)（ $，·）2

+,-
$)#

234［,)（ $，·）" &)（ $，·）］

故+,-
$)#

［,)（ $，·）" &)（ $，·）］2 "。 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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