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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献［E］给出了 L( I9->M9 提出的方程 2>@（$E，

$"，⋯，$%）B ’>6（$E，$"，⋯，$%）C $E$"⋯$%

$，$"，⋯，$%"!
B （E）

求解过程及解。其中 ! B 为正整数集，2>@（ $E，$"，

⋯，$%）为 $E，$"，⋯，$% 的最大公因数，’>6（$E，$"，

⋯，$%）是 $E，$"，⋯，$% 的最小公倍数。本文利用非

线性方程 ! B " C !"# 的正整数解有效地求出方程

（E）式的解。

E 定理及其证明

定理 E! ! B " C !"# 的正整数解满足 ! C " 且 ! C
" C"，# CE 或 ! C " CE，# C"。

证明! 因 !，"，#"! B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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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 N（! B "），! N !，则 ! N "，故存在正整数 & 使

" C &! （*）

代入（"）式，得 ! B &! C !（&!）#
因 ! 是正整数，两边消去 ! 得

E B & C &!# （)）

由（)）式知 & N（E B &），从而 & NE，即 & C E，代入（)）式

得

!# C " （H）

故 # N"，得 # C E 或 # C "。由（H）式得 ! C " 或 ! C E，

将 & C E 代入（*）式得 ! C "，所以（"）式的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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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毕

定理 "! 2>@（$E，$"，⋯，$% ）’>6（$E，$"，⋯，$%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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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 为正整数。

证明! 设 $E$" ⋯$% 中的不同素因子为 (E，("，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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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C (（0E P -E P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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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P -) P /)）

) ，由（D）式

知 ’ 为整数。 证毕

定理 *! 若 2>@（$E，$"，⋯，$%）C ’>6（$E，$"，⋯，

$%），则 $E C $" C ⋯ C $% C 2>@（$E，$"，⋯，$%）C ’>6
（$E，$"，⋯，$%）。

证明! 因 2>@（$E，$"，⋯，$%）N $*，$* N ’>6（$E，$"，

⋯，$%）则

2>@（$E，$"，⋯，$%）%$*%’>6（$E，$"，⋯，$%），

* C E，"，⋯，%
由已知得! $E C $" C ⋯ C $% C
2>@（$E，$"，⋯，$%）C ’>6（$E，$"，⋯，$%） 证毕

" 应用

! ! 应用上述定理可以求解 L( I9->M9 提出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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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令 ! " #$%（ "!，"&，⋯，"# ），$ " ’$(（ "!，"&，⋯，

"#），由定理 & 知

"!"&⋯"# " #$%（"!，"&，⋯，"#）’$(（"!，"&，⋯，"#）%
得 "!"&⋯"# " !$%。所以 )* +,-$., 提出的方程（!）

式变为 ! / $ " !$%。

由定理 ! 可知，此方程的解满足 ! " $，即

#$%（"!，"&，⋯，"#）" ’$(（"!，"&，⋯，"#）

由定理 0 知

"! " "& " ⋯ " "# "
#$%（"!，"&，⋯，"#）" ’$(（"!，"&，⋯，"#），

由（!）式得 &"! " "#
! " 1，解得 "! " &，# " &，所以 )*

+,-$., 提出的方程（!）式仅当 # " &，"! " "& " & 时有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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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温度变化的曲线图。

图 98 温度实验曲线

: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基于 ;<=> 模块的无线传感器网络

网关节点的设计和实现方案；该方案采用低功耗

?=) 处理器 ?@5!=13337 为核心，利用内嵌 @A< B C<
协议栈的 ;<=> 模块 >C)!33 为网络的数据出口，较

好地解决了无线传感器网络数据到监控中心的传输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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