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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许多双边基本超几何级数可以从单边基本超几何级数得到，本文对非中止型单边基本超几何级数转换成双边

基本超几何级数进行了研究。首先运用基本超几何级数双边拓展的方法，从非中止型 !E=//0:>3IJ 公式出发推导出

一个新的双边基本超几何级数"!" 与单边基本超几何级数""$ 之间的一个变换公式。然后对定理 $ 中的"!$ 使用

K96.9L: ""$ 转换公式得出另一个双边基本超几何级数"!" 与单边基本超几何级数""$ 之间的一个变换公式。最后通

过对定理 $ 取特殊值 " M ! 的方法给出非终止型 !E?/.N9-7&.N9 公式的一个新证明。

关键词：!E级数；非中止型 !E=//0:>3IJ 公式；非终止型 !E?/.N9-7&.N9 公式；K96.9’: ""$ 转换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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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超几何级数或称 !E级数在数论、组合数学

以及物理学等相关领域都有重要应用。经过 Q/,::，
2/,>3<，K96.9，R&49-:，R/7/.,S6/.，T/609<，P.E
N-9U，P:V9< 等众多数学家的研究，基本超几何级数

的理论至今已经发展成为数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分

支。下面首先介绍一些相关的记号和基本知识。

设 ! W $，对于任意给定的复数 #，!E升阶乘的

定义为［$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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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中止型 !E=//0:>3IJ 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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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W $，且/" M #,.!( （\）

许多双边基本超几何级数可以从单边基本超几

何级数得到。通过 2/,>3< 的方法［OE\］可以将终止型

的单边基本超几何级数转换成双边基本超几何级

数。最近，陈永川教授等在文献［*］中研究了将终

止型的单边基本超几何级数转换成双边基本超几何

级数，通过转变单边级数的指标 (，然后让 ( 趋于

无穷大，这样就将单边级数转换成双边级数，把陈永

川教授等使用的方法称之为级数的双边拓展法。受

此文章的启发，在本文中建立了双边基本超几何级

数 "!" 和单边基本超几何级数""$ 之间一个新的变

换公式，并由此给出非终止型 !E?/.N9-7&.N9 公式

的一种新证明。

$ 定理及证明

定理 $! 如果 #，,，/，"，.$0 且
/"
#, W ! W $，

/" M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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