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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讨论了一个数论函数F平方根函数的算术平均值及几何平均值的极限问题，它与平方根函数值的分布密切

相关；设 " 是正整数，!"（"）表示不小于 " 的最小平方根部分，#"（"）表示不超过 " 的最大平方根部分，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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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整数 " 的最小

平方根 !"（"）和最大平方根 #"（"）部分数列的均值，采用初等及解析的方法，给出了两个有趣的渐近公式。在所得的

定理 $ 的基础上，研究了数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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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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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敛散性，给出了相关的极限式，推

论 $、推论 " 和推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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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 设对整数 "，" 的平方部分数列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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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表示不小于 " 的最小平方根部分，亦称为

上部立方部分数列；称 #"（"）表示不超过 " 的最大

平方根部分，亦成为下部平方根部分数列这个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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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献［$］的第 H$ 个问题中，罗马尼亚数论专家 L(

=7/-/.G/>39 教授要求研究数列 !"（"）和 #"（"）的

性质。有关平方部分数列的各种性质和有关背景参

阅文献［".*］。

关于这一问题，至今似乎没有人进行过研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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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还没有看到任何有关它的论文。本文利用文献

［!］的思想及初等方法研究了这两个数列的均值性

质，并给出了两个有趣的渐近公式，同时研究了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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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定理立刻得到下面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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