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类二元神经网络模型的动力学性质研究

摘 要

本学位论文对几类非线性二元神经网络微分方程模型的动力学性态进行了定

性分析，讨论了这些神经网络模型的渐近性、全局指数稳定性及周期解的存在性，

并且对其相应的离散化模型也进行了分析．全文由五章组成．

第一章对神经网络的发展历史作了简要回顾，并慨述了本文涉及的某些领域

的研究现状，提出本文所要讨论的一些问题及所得结果的意义．

第二章讨论了两类具McCulloch—Pitts型非线性二元神经网络微分方程模型在

阀值绝对值较大时解的渐近性及稳定性我们证明了在大闽值情形，系统有唯一

平衡点且是全局指数渐近稳定的；在i陌界闽值情形，我们着重考虑具变号型初值

的解，证明了初值不同的解可以收敛于不同的平衡点，并给出了趋于不同平衡点

的充要条件，且还举例说明所得结论包含了相关文献中的结果．

第三章在小阍值情形，针对变号型初值，讨论了周期解的存在性，获得了孤

立周期解存在的充分条件．

第四章讨论了具正负反馈的二元离散神经网络模型我们证明了在大阀值情

形，系统有唯一平衡点且是全局指数渐近稳定的；在临界阈值情形，我们着重考

虑具变号型初值的解，证明了初值不同的解可以收敛于不同的平衡点，并给出了

趋于不同平衡点的充要条件．

第五章讨论了双阈值二元神经网络微分方程模型．我们同样获得了具大阈值

情形解的全局指数稳定性及具临界闽值情形解的渐近性质．特别在临界情形，对

具变号型初值的解给出了趋于不同平衡点的充要条件．这一章的结果是在双闽值

情形’F，进一步地推广了第二章所得结果，

关键词：神经网络，阀值，离散化，渐近性，全局指数稳定性，周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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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thesis，we describe S01De ilnpoltant dynamic properties of seveial class of

neural network models of two neurons，whicb includes asymptotic behavior．the global

exponential asynlptotic stability、till!existence of periodic solution，and also descl ibe the

dynamic behaviors of the corresponding discrete models It．is composed of five chapters．

Ill Chapter 1、the background and history of nearal networks are briefly reviewed．

and tile current situations in the field are generalized，fu,thermore，we raise sonic ptob·

lenls which will be investigated．

Ill Chapter 2，two types wit．h McCulloch·Pills nonlineal neural netwol。k models of

two netu'ons al’e discussed．We stu(ty asymptetic behavior and st,ability ot‘the solution

if the absolute vahles of threshold values are large and obtain that the two systelus

}lave unique equilibrium respectively which is global exponential asymptotic stable．In

pm tieular，we obtain necess}u’Y and su{Ijicient conditions wbich guarantee the sobit,ions

of the inodels tend to one of those equilibria respectively ill tile critical case．Ill addition．

we illustrate by all example that the conchlsions contain the results of tim corresponding

litcratures

In Chapter 3，we investigate the existence of periodic solution of a(：lass of the

nonlineal neural network of two neuronsl by using the analytical technique to find retm n

mapping．we obtain tim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isolated periodic

solution

In Chapter 4，we study the asymptotic behaviors and the global exponential a3yml)一

totie stability of two types of discrete—time neural network models of two llelirons wi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feedback．The results we get are discrete analogue of the results

oftim chapter 2

Finally，in Chapter 5，two types of non]inear neln'al network models of two lit、Ill⋯lH

of two threshold values are(：onsideIed Similarly．wc prove 1．hat the systenls has Ulfiqne

eql,ilibl ium respectively and it is global exponential asymptotic stable if the absohlte

values of tlneshold values are large，furthermorej llecessax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ale obtained tot’the solutions of the system tending to onc of the dilferent equililnia

respectively in tlm eriti(：al(：ase．

KeyWords： Neural Network，Threshold value，Asymptotic behavior，

Discrete analogue，Global exponential asymptotic stability，Periodic solu—

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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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绪论

1．1 神经网络发展概述及研究背景

人们对神经网络的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 1943年美国心理学家

Warren McCutloch和数学家Walter H Pitts合作在文[1]中总结生物神经元的基本

特征并首先提出形式神经元的数学模型(简称为M—P模型)．从此开创了神经科学

理论研究的时代，作为人工智能的网络系统的研究则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

的，1957年由F．Rosenblatt提出并设计制作的感知器(Perceptron)，第一次将理论

研究转入工程实现阶段，掀起了研究人工神经网络的高潮，感知器是一种多层的

神经网络，它是由阈值性神经元组成，试图模拟动物和人脑的感知和学习能力，

实质上是一个连续可调的M—P神经网络． 1962年Widrow提出了自适应线性元

件，由于其实现途径的特殊性，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兴趣，同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

议．人工智能的创始人之一M．Minsky和S Papert于1969年发表了对神经元网络

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Ⅸ感知机》(Perceptron)一书，书中提出了感知机网络的局

限性，使人工神经元网络的研究在70年代一度处于低潮．难能可贵的是，在此期

间，仍有为数不少的学者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仍致力于神经元网络的研究 1969

年，Grossberg与Carpenter提出了自适应共振理论(ART)模型；1972年，芬

兰的Kohonen提出了自组织映射(SOM)理论网络； 1980年，Fukushima提出了

神经认知机网络理论；Amari则致力于神经网络有关数学理论的研究；Andel-SOIl

提出了BSB模型；Werbos提出了BP理论，从而为神经网络研究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

美国生物物理学家Hopfield教授于1982年和1984年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

表了两篇具有突破性的学术论文【2．31．标志着神经网络研究进入兴盛时期．他提

出了一种新的仿人脑神经元网络模型，并指出可以用微电子器件来实现它，即著

名的Hopficld模型．在其网络模型中，定义了神经元网络的“能量函数”，并给出

了网络稳定性的判据，使所提出的网络具有联想记忆和对优化问题求解的能力．

Hopfield神经元网络的出现为神经计算机(Neuro-computer)的研制奠定了基础，

并开创了神经元网络用于联想记忆和优化计算新途径．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

还涌现了大量而深入的开拓性工作，如Feldmann和Ballard的连接网络模型指出

了传统的人工智能“计算”与生物“计算”的不同点；Hinton和Sejnowski提出了

Boltznmn机模型； Kosko提出了双向联想记忆网络； 1988年美国加洲大学的蔡

少堂等提出了细胞神经元网络模型．所有这些工作大大发展了人工神经网络的理

论，使得人f／v,t模仿大脑来进行信息处理充满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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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神经网络理论引起了美国、日本、中国及西欧一些国家的科学家、

研究机构和企业界的普遍关注．并且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都想利用人工神经元网

络的特殊功能来解决本学科的难题，很多的工程项目都采用和正准备采用人工神

经元网络的解决方案，其中大量工作致力于神经网络模型的建立与分析．随着人

们对人脑结构认识的深入及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在诸多方面的进展，神经网络理

论的重要应用已渗透到各个领域，诸如推理学习、联想记忆、图象加工、图形识

别等(见【7，ll，12，15-19，39，45】】，而且在最优化及自然界语言方面也有不少应用(见

【8，14，28—30，33，35，37，38，47，57】)，甚至还建立了涉及复杂社会现象的如浑沌、社会演变

等复杂系统的统一模型．可以予言， 2l世纪人工神经元网络理论将会有更大发

展，它的应用将推动科学技术的大步前进．

在神经网络模型中。非常大的一部分是微分、差分方程模型，如著名的Hopfleld

模型、Grossberg模型、CNN模型等．最初的Hopfield模型是基于神经元之间能对

信息作出即时反应的假设等建立的常徽系统．然而，考虑到生物神经元在进行信

号传输过程中存在诸如细胞时滞。传输时滞及突轴时滞等原因(见【26，41】)，Marcus

和Westervelt在文[34J及Wu在文【46】中对Hopfield模型加入了时滞，这种模型

为时滞系统

掣=啪地(t)+∑孙fi(．j(t一％))， 1≤i≤％ (1删
一 j却

其中‰为状态变量，当t≤l≤锋与1≤j≤n时，脚>0与Tj‘∈R为给定常数，

矗：R—R为通常的sigmoid函数．已有许多文献对系统(1．2．1)的动力学行为作

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见f?-10，15，22，23，24，25，27，31，32，33，36，43，44，45，54，55，56，59，86，87】)．

为了作更细致的动力学分析，Babcock和Westervelt在文【6】中提出了首先考虑某

些简单网络的动力学性质．其中最简单的形式之一是

{“i(‘)2一“1(‘)+。1‘“h阻2(t一仡)】， (1．2．2)
I t‘：(t)=一u2(t)+a2tanh[ul(t—n)】，

、 ’

这里01 In2，71，r2都是已知常数．关于模型(1．2．2)的动力学性质，亦有不少文献进

行了研究(见144，70_72】)．特别对n=他的情形，Gopalsamy和Leung在文[70]中

研究了系统(1．2．2)的动力学性质，证明了若不带时滞。系统的平衡解是全局渐近

稳定的；而当时滞r充分大时，系统(1．2．2)会产生一个瞬间的周期环，从两出现

Hopf分支． 1997年，Gopslsamy和Leung进一步研究了具时滞阕值的神经网络

模型(见文【73])

$’(t)=一z(t)+o taⅡh陆O)一6。(t—T)1． (1．2．3)

获得了模型(1．2．3)唯一平衡点是渐近稳定的充要条件．在此还要提到的是Babcock

和Westervelt[4，5，61，Olien和B∈lair【36】，Ruan和w西[401，Sha秒er和GBmpbell【42J’Wei



和Ruan【44】，Chen和w．[74-77]等都对由2-3个神经元构成的神经网络的线性稳定

性做了有创造往的工作，为进一步了解神经网络大系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Hopfield模型的特殊情形，最近，Huang和Wu在文【49]和文【50]中分

别考虑了下面两个二元神经网络模型：

滢二：裟二崭 nz棚

与
，

’

悟二撒矧： mz∽

模型(1．2．4)和(1．2．5)可分别由下面具两个时滞的一般系统

忙二髫二篆珊
与

，

忙：竺：篆虢
经适当变量代换获得．该两文中，与此前不少文献只考虑了具分段线性信号函数

或光滑反双曲函数的情形(见文【62，63，74，78-811)不同．作者以阈值为参数讨论了

在模型(1．2．4)和(1．2．5)中具有McCulloch-Pitts型不连续信号传输涵数：

㈣=悟萋鐾 qzq

时系统的动力学性质，证明了对所有的初始值雪=(妒，妒)∈j0，模型(1．2．4)和

(1．2．5)解的性质当t充分大时，完全由(妒(o)，妒(o))和圈值a的大小决定．获得了

系统的解收敛于平衡点及存在周期解的一系列结果．其中X=G(卜L 0]；舻)是具

上确界范数的Bana血空间，弱=材，十U对，一t3嚣什u石_’_’这里

而

x}，士={圣∈x；圣=(1p，妒)，妒∈G手且妒∈c事)

卟
妒：卜r，0】_÷h∞)为连续映射且lp(t)一口

在【一t，ol上最多有有限个零点，

一3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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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c彳=‘cp；

妒：卜f，ol-÷(一o。，口1为连续映射且妒(￡)一d

在【一r，o】上最多有有限个零点．

继Huo,ng之后又出现了不少新的结果，它们虽考察了不同形式的信号函数，但都

是考虑具有非振动型的初值垂=(％妒)∈％，‰的含义如上所述．
鉴于人工神经网络系统中信号传输过程的复杂性，很自然地提出这样的问题；

若初值圣出现变号情况时，上述系统的动力学性质将发生怎样的改变．本文在第

二章中考虑了妒(t)一。与妒(t)一口出现有限次符号改变时，系统(1．2．4)和(1．2．5)解

的渐近行为。得到了一些新的结果。证明了在大阈值情形(即㈦>1)，系统(1．2．4)

和(1．2．5)分别有唯一的平衡点，且是全局指数渐近稳定的；而对临界阉值情形(即

I,ffI=1)，证明了初值不同的解可以收敛到不同的平衡点；并对r及圣给出了系统

趋于不同平衡点的充要条件．另外还举例说明我们的结果包含了文【49】与文[50】

的相应结果．

本文的第三章，我们研究模型(1．2．4)在小阈值(即H<1)下月期解的存在

性．当lP(t)一一与妒(t)一gr出现有限次符号改变时，获得了系统存在孤立周期解的

充分条件，这一结果是全新的．并进一步举例说明了对某些阔值的周期解的不稳

定性．

相对于连续系统(1．2．4)与(1．2．5)来说，在神经网络模型动力学性质的离散化

研究方面见到的工作较少(见文【58，68，69，88】)．在文【51]中，Zhou等考虑了模型

(1．2．5)韵离散形式

{2。(“)2$(”一1)+m(”一耳))I n∈Ⅳ， (1删
I 2v(n)=v(n—1)+f(￡Cn—K))，

‘ ‘

得到了系统的收敛性及存在周期解的结果．同时，Zhou和Wu在文f52】中还讨论

了下列离散系统

{。(“)2 JB。(”一1)+，(9(”一K))，n∈N (1_2．8)
I”(n)=／’y(n—1)+，(z(n—jr))，

、 ‘

的收敛性及2K周期解的存在性，其中p∈(0，1)，，由(1．2。6)定义．我们发现这些

工作仍是将初值设定在一非振动型的函数空间展开的，即初始函数lp一一与妒一一

在范围Ⅳ(～K，一1)中没有符号变化．本文第四章中我们考虑系统(1．2．8)与离散系

统
，

{。(“+1)。触(“)+触(”一K))，n EⅣ， (1-2．9)
l v(n+1)=4嘶(n)一，(茹(n一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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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为广泛的假设

m，=■簸≥ ㈦zⅢ，

(式中，，>【))下，当初值振动时解的渐近行为．即垂∈贾。=吏≯。+u贾≯u戈i+u

x；’，其中

戈手，+=f币∈x：m=(妒，妒)，妒∈五亭及妒∈五亭)．

其中

—Rj=f妒：N(-K、0)—}兄；妒(())一口>0，且妒(z)一口s 0至少对某个i∈Ⅳ(一K，一1))

及

月；={妒：Ⅳ(一K，0)—÷只；妒(o)一口茎0、且妒(i)一Ⅱ>0至少对某个i∈Ⅳ(一K，一1))

我们得到了较好的结果：当Ioi>T岛时，模型(1 2 8)和(1 2．9)分别有唯一的平

衡点，且是全局指数渐近稳定的；而对临界情形(即川=芒i)及振动型初值，模
型(1．2 8)和(【．2 9)各有2个和3个平衡点，且获得了系统趋于不同平衡点的充要

条件可以看出，本章结果是我们在第二章所得结果的离散化．

文献中对双阈值二元神经网络模型

悟：i：篇二黧 ∽z．，，，

及

惯：筹裟二崭 ㈦z㈣

若f>口1

若f S口1

f>盯2

f≤盯2

式中一】和一2为常数．仅见的也是对如文[49，50]中的非振动初值展开的(见[83—8 5])．

本文的第五章进一步将第二章结果推广，同样得到了系统(1．2．11)与(1．2．12)具大

闽值情形的全局指数渐近稳定性及具临界阚值情形的渐近性．所得结果推广并改

进了有关文献的相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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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两类非线性二元神经网络模型的渐近行为与全局

指数稳定

2．1引 言

本章考虑两类二元神经网络模型

p一蚪m(‘一7)’ (2．1．1)
I i=-y一，(Ⅱ(￡一T))

与

{士=一z+，(可(。一7))， (2．1．2)
l廿=一p+，(z(￡一T))，

其中时滞r>0．关于这两类模型的动力学性质(诸如渐近性，周期性等)，近几年来

已取得了一些丰富的成果．其中绝大部分集中于，：R—R要么是光滑的Sigmoid

函数，要么是连续分段线性信号函数．对于，为下列McCulloch—Pitt．s型不连续函

数

胀，=㈠喜警 ∽瑚，

式中rr∈^．最近，Huang和Wu在文【49、50]中以闽值a为参数对这两类模型的渐

近性，周期性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些工作是在菲振动型初始函数空间内

展开，即妒一一与砂一a((妒．母)为初值)在其讨论的初始范围内不变号且最多只出

现有限个零点．鉴于人工神经网络系统的高度非线性性及复杂性，因而我们有必

要对其他情形作更深入的探讨．本章，针对系统(2．I．1)和(2．1．3)：(2 l 2)和(2 1．3)．

我们着重考虑妒一a与妒～t7在[一r，0j上，若出现有限次变号时，其解的渐近行

为及稳定性．研究结果表明：若⋯>1，则两系统都存在唯一平衡点，且是全局指

数渐近稳定的；若H=1、且妒一一与妒一O-出现有限次变号时，则系统(2 1 1)和

(2 i 3)存在两个平衡点，系统(2．1．2)和【2 1 3)存在三个平衡点，进一步我们对r

及(妒妒)分别给出了保证两系统趋于不同平衡点之一的充要条件．

设X=G(f—r，03，R2)为一相空间，记母=㈦妒)∈x．方程组(2 1．1)或

(2 1 2)具有初值西的一个解是指的这样一个映射(z+，Ⅳ+)【一t o。)_群．使得当

t∈『一r．0]时，有

，【t)=妒(￡)．沪(￡)=妒(t)，

且(z。(t)，沪(t))当￡≥0时连续，t>0时几乎处处可微，且满足(2 1 1)或(2 1 2)

由叠代法易知，方程组满足初始条件的解唯一．我们的目标是研究妒一a及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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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r，0]上出现有限次符号改变时，系统解的大时间行为．考虑这些初值： 西∈

爻，=爻：、+U叉：。一u爻；、+u爻；，．莩；啐

贾手，4={垂∈．x：西=(妒，妒)．妒∈0手且砂∈6手)

上式中

0≯={妒：卜T，(】]—÷R：妒(1))一口>0．且妒(t)一口≤0对某个￡∈[一T，o)}

0；=(妒：【一r，0]—÷R；妒(o)一口S 0，且妒(￡)一口>0对某个t∈[一r，(】))

2．2两类模型的渐近行为

本节，我们首先给出一些本文用到的记号，然后建立一个引理．这些引理对

我们研究情形中∈支，下(2．1 1)一(2．1 3)的渐近行为起了重要作用．

没r>0为给定常数，让S表示定义在(一。。，o]上的点序列协)≥o的集合，

满足l≤7}<00、to=0．t。=一T及tj>‘+1 0=0．1，2，．-，”)

对给定集合s=坞)芏o∈S，让

石=c—r，o]、对={掌，‘喜’|i‘：‘i若n≠11
n+=(?l士1)／2I若?t为奇数； ?产=?l／2．若?L为偶数．

设己=西u爵．则对任意妒∈良，必存在s(妒)=％(妒))搿∈S，使得要么

咿(t)>口对几乎所有t∈j&p)，且【P(t)≤一对所有t∈≮F)(若妒∈爵)

妒(t)茎口对所有≠∈，j州且妒(￡)>一对几乎所有t∈≮p)(若妒∈i≥)

再定义如下一个R上的点序列{^(妒))：鸳’+1：

， n【≯卜1

删：{卜1】”怕卜l_1+2暑(_1】”k。∽1'靴叫¨'¨∞j_1
I【一1)卜。1e 7，若i=，l(咿)．7。(妒)+1

‰十啦

卜U㈣
=寸



．生奎三垂堡垒星塑堡堡塑堑堡垒兰塞星塑塑二：：：：：：：：：：：：：

显然，对每一个妒∈良，必存在。五(妒)，i=0，1，一，n(妒)十i，满足

山+l(妒)=。-(妒)一2(一1)’1 e’一‘。’， J=o，1： ·7l(妒】

而且，不难看出：当＆=i、⋯．旷(妒)时，

如七一l(妒)>也*十l(妒)，

当^-=0，1．．一、t^+(妒)～I时，

。如k(妒)(。几k+2(妒1

其中?产(妒)=【7l(妒))+．

为方便起见，将。，1(妒)记作J(妒)，即有

f【一1)删一i P r+2”‘鍪‘{一1P⋯妙若}。(妒)≠l，“加卜”删一P。十2暑卜”k。坤。挚”妇净1。
I(一1)r。(曲一1 e一7，若ri【妒)=1

f；主2．2 1]注意到存在唯一s。(妒)∈s，此时n(妒)=I，n一(妒)=o，定义o
2 0·

易看出x。c贾，．o C己当妒∈巳时，有，7(妒)=e-'r X一及。的定义见第一

章绪论．

下面的引理给出了：当一≥l时，系统(2 1．1)和(2 1．3)及系统(2．1-2)和(2 1 3)

的解，对于一!一i的情形，可同理得到，在此省略．

引理2．2．1设(z(t)．叭t))为具初值圣=(妒，咖)∈贾一的系统(2．1．1)和(2·l·3)(或

(2 l 2)和(2．t．3))的懈．回l

(i)当妒∈露时，有

I”(f)=r，一(‘一7’【妒(o)F‘7千以(妒)]干(一1)’，
{ 若_。(妒)<t一7 s￡川(妒)：，=1．2， 叫l(妒)， (2·2 1)

lⅣ(f)=e一(￡一r’[母((j)e一7千L，(妒)士l千J：一7矿，(∞(s))dsl，若f>r；

{ii)当妒∈爵．且口≥i时，有

lⅣ(t)=“一(。一7’[咖(o)F一7士也(妒)】士(一1)7，
{ 若幻(妒)<t—T s o一】(妒)，J=l，2．·一，’l(妒)， (2 2．2)

l材(t)=e一【j一7’【妒(o)e一7土J(妒)】千l-若t>r：

㈨)当妒∈毋时，有

+^(妒)]+(一1)’

若fj(母)<t—f≤亡j一1(中)．j=1．2、一，札(中)， (2·2·3)

^一t1【妒(o)f，t+J(妒)一1+．搿一7一，(Ⅳ(s))d一]：若t>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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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当砂∈Cj．且d≥1时，有

I T(t)=e-(‘一7’【妒(o)e～7一也(中)]一(一1)J．

{ ‘

若t，(砂)<t—r s tj-1(妒)．J=1．2，一．n(妒)． (2 2 4)

l_(t)=e-(。一7’[妒(o)e一7一I，(妒)]+l，若t>T

【；主2．2．2j引理2,2 1中出现”土”或”千”之处，上面的符号对应系统(2 1 1)

和(2．1 3)的情形，下面的符号则对应系统(2 1 2)和(2．1 3)的情形．

证明： 仅考虑系统(2 1．1)和(2 1 3)(对(2．1．2)和(2．1．3)可作类似处理)．只

证情形(i)与(峨情形(iii)与(·v)同理可证．首先，在情形(i)下，有p∈西，即

妒∈兹。(p】(s(咿)=协)驾’∈s)．则

∽i¨瓣⋯6‰“孙川㈤，‰㈦n ㈦。。，

I妒(t)s盯．对所‘有t∈啊≯)=，u(t2女(妒)，t2k一1(妒)]．
、 R=l

式中

0=tu(妒)>tl(妒)>’ >￡，。(纠一l(妒)>t。(p)(妒)=一T．

当

0(妒)+f<t≤tj一1(妒)+r，j=l，2．一，扎(妒)

时，有一r<t～r≤0与z(t～T)=妒(￡一T)．由(2．1 1)，(2 l 3)与(2．2．5)可推知

J o=-y+1，对几乎所有t∈(t,2k+1(妒)+r，t2k(妒)+T]，^：=0，1 ·，fz+(妒)一1．

I材=-y～1．对所有t∈(如}(妒)+丁，t2^一1(咿)十T]．砖=1、2一，扎一(妒)．

因此，由常数变易公式及解的连续性可导出

Ⅳ(t)=【y(t2k+l(妒)+r)一1】e～(。一。2¨。1(妒)一7’+1，若t2^+l(妒)+r<t≤o瓠(p)+T

k=0，1，一，r^+(妒)～1，

Ⅳ(t)=曲(t2k(咿)+f)+1]c～(’一‘?‘(≠卜7)一1，若t2k(妒)+T<t≤t．2≈一【(妒)+7

＆=1，2，· ，n一(妒)，

也就是说，当tJ(妒)+，<t≤tj一1(妒)+T，J=1．2．⋯，n(妒)时，有

Ⅳ(t)=抽(t，(妒)+r)+(一1)’]e一(t-t，(p】一7)一(一1)’． (2．2 6)

特别地，对J=1．2，⋯m(妒)，我们有

y(tl—l(妒)+r)=b(≈(妒)+r)+(一1)’]e(‘一一1(妒)一‘-(妒)J一(～1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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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又可重写为

暗(0～1(妒)+r)+(一1)J-1]eo一·【9)=b(0(妒)+T)+(一1)’]eo(p’+2(一1)’一1eo一-(训．

不妨设

陆(￡J(妒)+7)+(一1)。】e‘一(p】=玑， (2．2．7)

则

Yj一1=Yj+2(～1)J一1 e‘H(⋯， J=1，2，⋯，n(妒)．

显然

Yn(∞=陌(o)+(一1)”‘9’】e一7=妒(o)e一7一．丘(口)(妒)．

由此可得

Ⅳ。(p)～1=妒(0)e一7一厶(p】(妒)+2(一1)”妇’一1e。n(-卜，(9)=妒(o)e一7～Jn(p)一j(妒)

一般的，易得下面递推公式

珊=妒(())e一7一．乃(妒)．J=1．2，．-，7‘(妒)． (2．2 8)

将式(2 2．7)与(2 2 8)代入式(2 2 6)，当tJ(妒)<t—r≤tj—l(妒)时，有

9(t)=眇(o)e一7一五(妒)]e(‘一7)～(一1)’，J=1，2，．一，n(妒)．

让b r，则7=l、且

y(r)=砂(O)e一7一．，(妒)+l， (2．2 9)

当t>r时，从r到t对(2．1 1)中第二式积分，可得

，-c ／·卜一r

口(t)=e-t阿(r)e7一／eSf(x(s-r))ds]=e-¨一7’【妒(o)e一7一I，(妒)+1一／ e5，(z(s))ds]
√r ．Io

‘

其次证明情形(ji)利用与上面类似的证明，易推得

可(t)=e-(。一7’[币((】)e一7+‘(妒)]+(一1)’． 当tj(咿)<t—T≤0—1(妒)，J=1，2．．一．n(妒)

与

Ⅳ(￡)=e-(t-T)[妒((】)“一7+．，(妒)一l—Z‘一7 e6，(z(一))ds]．当t>r(2．2．10)

注意到妒∈￡≥，有妒(o)≤口，又口≥1，于是对t>0有

z(t)：。一tIv(o)+／”∥，(g(s一，))以1
J0

≤P一’(口+∥一1l

S 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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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2．2 10)式，当t>r时

可(t) = c一(。一7’【妒(o)e～7+。7(妒)一e。一7】

=e-(。一7’f币(O)e一7+L，(妒)】一1．

证毕．

引理2．2 2如果口=1，垂=(妒，中)∈戈≯一，(z(￡)，g(￡))是系统(2．1．2)和(2．1．3)

具初值圣的解，则下述命题成立：

(i)若咖(o)≠1，则

y(t)>1， 当0<t<矸， (2 2．11)

其中

矸=lnf扣(o)+，‰“洲k (2 2．12)

上式中

七l=min{k∈．v；0≤k茎他+(妒)一1．且一五k+2(妒)<妒(o)e一7)； (2．213)

(ii)若妒(o)≠1，则

r(t)>1， 当0<t<孔、 {2．214)

式中

噩=1。弘1(o)十c7‰+I(灿， (2．2．15)

其中

七2=min{k∈_v；0茎七5¨+(妒)一1，且一，凡k+2(币)<妒(o)e～7)； (2 2．16)

(iii)若妒(o)≠1，且

妒(O)e一7+t，(妒)S 2，

或

妒(0)≠1及妒(())e一7+．，(妒)≤妒(【))+e7。，2k。+1(妒)， (2．2 17)

则

y(t)S 1， 当t>丑，

此处置的意义见(2．2．12)-(2．2．13)i

(iv)如果妒((】)≠l，且

妒(0)e一7+。，(妒)S 2，

或

吵(0)≠1及妒(())e一7+．，(砂)S妒(0)十e7J2k，+l(妒)，

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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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z(≠)曼1， 当￡>T2．

这里咒的意义见(2．2 15)一(2．2．16)

证明：考虑命题(i)对这种情形，首先注意到

2，广(妒)=，。(妒)+1，若n(妒)是奇数；2t。+(妒)=n(妒)．若n(妒)足偶数、

可发现

一如+(口)(妒)=一(--1)2“+(9)～e一7=e--r<妒(0)e～，

这意味着k，存在，且0茎k。≤”+{妒)一1再者，注意到五k+l(妒)关于^’足单调递

减的，及

2n-(∞+1=n(妒)，若n(妒)是奇数、2n(妒)+l=”(妒)+1，若tt(妒)足偶数，

从而有

币(o)+e7．，2k，+】(妒)>1+er也，1_(训+I(妒)=2，

因而0<Tj<。c下面分两种情形证明(2．2 11)．

情形(a)咖(o)e一7+J(妒)墨2

显然， V,C0)e一，≤2一。，(妒)=一．^1(妒)由(2,2．13)可导出

一．，2≈(妒)≥曲(0)￡一7，(k=0，1，·，^，1)，

且

一如^．+2(妒)<妒(0)e 7墨一。如k。(妒)， (2．2．18)

由(2．2 1)和(2．2．18)，可得

可(T十t2≈，(妒)) = g-t2k，(妒’【妒(o)P一7+J2k，斗】(妒)】+(一1)从‘+1

S e—k‘·印’卜_J2k．(妒)+J2k。+1(妒)】一l

=1，

由此并利用Ⅳ(o)=砂(o)>1及r+t2^。(妒)>0，则必存在唯一的点t+∈(()，r+t,2a，(妒)]、

使得

Ⅳ(t)>1，对0<t<一且”(t+)=1 (2．2 19)

注意到一T<t+一r≤t2k。(妒)．设j8是满足fJ·(妒)<t+一T s t：j·一I(妒)的唯一正整

数，那么2^：i+1≤J4 S 7L(妒)．由(2 2 1)和(2．2．tg)，当0·(妒)<t—T<t4一T有

Ⅳ(￡)=e-(。一7’№(o)e一7+山．(妒)]+(一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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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9(￡+)=e一(”一7)[t[，((】)e一7+。‘．(妒)l+(一I)j‘=I、

从而J+妊为奇数．不妨取j+=2k++1．则“S∥≤n+(妒)一I．且

t2k·+1(妒)<t+一T S t2kt(驴)

及

E：t"-T 2扣妒(o)e。+也¨l(妒)]·
因此，有

e。外。+·‘9’<；[妒((】)r一7十．如女*+l(妒)]至e7“‘‘9’，
即

一．，2女-+2【妒)<V40)e 7墨一J2女．(妒)．

注意到如k(妒)关于≈是单调递增的，并比较(2 2 18)与(2．2 21)有≈8=

(2．2．20)有

心h协㈣47 ItTJ2kl+lt吣
再结合(2 2．12)有t’=71，将此代入(2．2．19)即得(2．2 11)．

情形(1))．妒(o)e一7+．，(妒)>2

．由此得一J2(妫<一Jo【∞=2一J∞)<'p(o)c，-。，于是＆l=o，且

丑=ln{扣(【))Ⅳm)])>r．卅<t<乃．
由(2．2．1)与(2．2 22)有

Ⅳ(，)=e一“一n[砂(。)e-T+J(妒)一1十Z。7 e5，∽(s))d一]
≥e-(t-T)(ze"一T一·～f。一7 e5“s)
>1

进一步，对一个给定的t∈(0．丑)，选取充分小的正数E，使得t<T

丑一E<∞，则g(矸～￡)>1．于是从t到丑一E积分(2．1．2)式得

即(2 2 11)成立．结合情形(a)与(b)得命题(i)成立．由(2．1 2)的对称性即可证

日且命题(iil也成立．

一13-

一

一瑚

一

～

路

一

厂0

一

e

《

叶

奶r

E

一

一

￡

k
k

=

>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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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看命题(㈣显然，kl及孔均存在，且n>(】．由(2 2．17)可看

出，须考虑以下两种情形：

情形1．√，(0)e一7+、，(妒)≤2

由命题(i)中情形(a)的证明，知道乃=t+、而￡+是H(t)一1在(ot。c)上的第

一个零点(见(2．2 19))，因此sj(TI)=g(t+)=1，于是当￡>n、有

情形2 妒(o)≠1，且2<妒(o)e一7+J(妒)S妒【0)+e7如k。+de)

显然i：2存在，女l=o且(2．2．22)成立．从而

c，<蜀一r：n-协(o)e-1-+jt删)
曼tn协∞，4-e'r,]2k2+1㈣
=见．

故，>外时，由(2 2 1)，(2．2．t4)与(2．2 23)有

Ⅳ(t)：e—tf—r’【妒(())e-'c+j(妒)一l+_／：‘一7 e3，(。(一))d。]
s e邛飞。一h一·+ZTI r。蚺Jlt．-7，e诎
= 1

(2．2 23)

综合情形l与情形2有命题(iii)成立．同理可证明命题(iV)．引理证毕

引理2．2．3 如果。=一1、【．r(t)、g(t))足系统(2 1．2)和(2 1．3)具初值m一

(妒、咖)∈兄的解，则下述命题成立；

(I)当西=(妒，母)∈戈亨’+时，

(a】若妒(())≠1，或tt(咖)是偶数，则

(1))若妒(())=一1，且，L(中)是奇数，则

z(t)=一1， 对0<t<t。【v小一1(妒)十7

(c)若，。(妒)≠1，或妒(o)=-1及n(妒)是奇数，则

z(￡)>一1．对t>t，。∞卜l(妒)+T：

-14一

．

Sd下一SZ，

e、、●，
，厶Ⅵ

p

t

¨厂^

净

十

m

以

．Ⅲ．，¨、

一

一

．

C

C

l

=

>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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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若妒(o)≠一l，或，t(妒)是偶数，则

"(t)>一l，对t>0

(e)若妒(o)=一1，且n(m)是奇数，则

Y(0=一1．对()<t<￡，。(9)一1(妒)+T

(f)若n(妒)≠1，或妒(o)=一1且，z(咖)是奇数，则

秽(t)>一l，对t>t。(妒)一l((P)+f

(II)当圣=(妒．妒)∈膏≯’一时，日4

要么妒(o)≠一1，要么，。(母)是奇数

可保证：F(￡)>一l(t>o)，又有

妒(【))=一1，，。(砂)是偶数

可保证。(t)=～l(0<t<in(p)一I(妒)+r)与卫(t)>一1(t>t，。(砷)～l(妒)+r)

(III)当西∈sT；1+，9{q

要么砂(o)≠一1，要么n(妒)是奇数

可保证Ⅳ(t)>一l(t>o)．又有

妒(o)=一1，n(妒)是偶数

可保证Ⅳ(t)=一l(0<t<tn(计一l(妒)+r)与可(t)>一1(t>￡n(∞一l(妒)+下)

(IV)当m∈戈孑’，让

丑扎∽({))1+e’+J2kl+1(删)
其中

T2=hi胁(0)⋯7蛳(删)

^：l=-Ilill k∈Ⅳ：()s^：s n+(妒)一1：及～．凡k+2(妒)≤l妒((】)j一一7)．

也=mi·10∈|v；()≤矗≤，广(母)乩及一．疋Ⅲ(妒)≤忡)p 7)．
则

(i)”(t)茎一l(对0 5 t≤T1)．z(t)S一1(对0曼t墨易)；

(il)若I妒(IJ)Ia一7+。，(妒)<I妒((】)I+e7．，2如+1(妒)，有可(￡)>一1(当f>T1)；

(ni)若I妒(o)le一7+．，(妒)<l中(O)I+e7。如k，+1(妒)．有zH)>一1(当t>T2)

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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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略．

最后，我们给出本节的几个主要定理及证明．

定理2 2 1 设J>1及中∈x，当t_÷∞时，系统(2．1 I)和(2 1．3)(或

(2．1．2)和(2．1．3))的解(一(t)，矿(f))。(1，～1)(或(1、1))．

证明： 对系统(2 1．1)和(2．1．3)只须考察下面四种情形即可． (系统(2 1 2)

和(2 1 3)的情形类似可证，从略．)(a)圣∈对1+；(b)西∈贾乒，一：((：)圣∈贾i，+：
(t1)心∈j爵’，只讨论情形(a)：其他情形类似．若m=(妒．妒)∈戈孑一．设C。=

妒(())P一7十。，(咖)一1，C2=咖(o)c一7一L，(妒)+1．由(2 2．1)与(2．2．3)，当t>r时，有

{。“)2 8一：：一7：}C-+爱一：。3，(V和))“8j，当；>，． (。，。。。)I口(t)=e_(f。’IQ一，∥e8他(s))dsl，一 ⋯⋯7

由上两式可推出

卜(‘)≤(G1_1)r叫。叫“ 当t>T．、 j I⋯-
l y(t)s(∞～1)C--(‘7’+1、

因为一>1，则必存在充分大的T>0，当t>T时，使得

因此，由(2．2 24)，当t>T+r时，有

f z(t)=e一‘’一T’[G，+jj e5，(Ⅳ{s))ds一，]+l，
{
I”(￡)=c川叫fe{2一疗e5m(s))ds+eT卜l

从而t_。。时，(∞(≠)，口(t))-÷{l，一1)．

定理2．2．1’若口<一1，圣∈x，．则t_÷。。时，系统(2 1．1)和(2 1．3)(或(2．1 2)

和(2 1．3))的解(。：4(t)’矿(t))_(一1，1)(或(一1，一1))．

证明：略，

[注2 2 31上面的定理说明：当川>1时，两模型都有唯一平衡点．

定理2．2．2 若口=1．西=(妒．妒)∈贾。．(zr4(t)，矿(t))是系统(2．1 1)和

(2．1 3)的解则t_∞时， (“+(￡)，Ⅳ。(t))_(1．一1)或【l，1)．且t_。。时，

(z+(t)，Ⅳ+(￡))_÷(1，～1)的充要条件是下列之一满足

(n)Ⅲ∈天彳，士；

(1】)西∈贾孑’一且妒(o)e—r≤．，(咖)：

((：)圣∈x才’+且咖(o)e一7>L，(妒)；

(c1)壬∈x孑++且妒(o)c，一7≤J(妒)及

妒(())e一7十r’7五Ⅳ(妒)S妒((J)一．，(妒)

一16-



博士学位论文

其中K为满足下式的唯一正整数

妒(o)e一7≤也Ⅳ一1(妒)及1 S K≤n+(妒)．

另一方面，t_÷m时，陋。(#)，矿(t))-+(1，1)的充要条件是下列之～满足

(e)圣∈x≯1一且妒(O)e一7>t，(妒)；

(f)圣∈x≯’+且妒(O)e一7≤‘，(妒)及

妒(o)e一7+e7J2K(．p)>妒(o)一l，(妒)，

这里K的含义如(d)中所述．

证明：我们分几种可能情形来证明定理．

情形㈤垂∈．嚣，一

从引理2．2，l可看出，若t>r，则

J g(t)=陋(o)e一7一l，(妒)]e-(‘一’)+1，

I暂(t)=【妒(0)e一7+J(计】e-(。一7)一1，

显然(z(t)，y(t))一+(1，一1J0_÷。c)．

情形(ii)．西∈膏孑，+

由(2．2．2)及(2．2．3)，若t>f得到

卜㈣=e-(t-r’№)e1+谢)一l+g—e州咖))出]，
I y(t)=e一(t一7’渺(o)e一7+J(妒)】一1．

取T>0充分大，使得

掣(￡)<1，当t>z

那么，当￡>T+r，注意到(2．1．3)及假设口=1，可发现

雄)=e却叫∽e-T+J(卅1+Z?etf(巾M厂即㈧汕]
=e一(￡一q p(。)e-7+j(妒)一】+ZTe。，(，(t))以～，]+1．

因此知(￡)，Ⅳ(t))_÷(1，一1)(t_÷o。)．

情形(iii)．西∈露，一
由(2．2．1)与(2．2．3)，若t>r有

J zO)=e～p一7’【妒(o)e一7一J(妒)]+l，

l y(t)=e∞一f’p(o)e～一J(妒)+1一砖～es，o(s))出1．
考虑下面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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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O)e一7≤J(妒)：

(II)妒(0)e。>．，(币)

对情形(I)．有z(t)5 1(t>r)．因此若t>2r有

V“)=e一“一叫[妒(。)e-_r-3(妒)+1一／：7矿，(z。))ds+e7]一1．
从而(z(t)，Ⅳ(t))-÷(1，一1)(t-÷。。)．对情形(II)．类似可得(z(札”(t))_÷(1：1)

(t'÷。。)．

情形(i、，) 圣∈贾≯1+且t^(o)e一7>、，(妒)

首先我们称必存在T>0，使得

T(t)茎1，若t>T． (2,2．25)

若不然，设t。为一数列，有t。斗。。，t。>0且m(￡。)>1("=1，2，，，)．对给定的

t∈(0，∞)．对某个正整数N取0<t<tA．积分江1 1)从t到tM可得

z(t)=e一。l：(t一)efw一，／：‘。e8，(9(s—r))dsl>1．(2．2．26)
由(2,2．1)．当t>T时，有

Ⅳ(t)=e一【。一7)[妒(o)e一一J(妒)}+1>1，

因此，若t>2r、从(2．2．3)得

，r(t)=c一¨一¨[妒(())e-，-+J(妒)一l+／：7 e‘，(Ⅳ(t))d『+，]一1
此与(2．2．26)矛盾，从m](2 2．25)成豆．于是，当t>，’+r时，

㈤纂：端譬溉：：髻粼高山㈦z㈣lⅣ(t)=e邛叫№)e～。(妒)十卜口e‘m(蝴+e丁卜1，
”⋯’

利用与情形(ii)类似推导，易证(z(￡)，Ⅳ(t))_÷(1，-1)(t_o。)

情形(v)，西∈j譬。+且妒(o)e一7≤J(妒)

显然有Ⅳ(o)≥1又由(2．2．9)知口(r)≤1设t+是Ⅳ㈤一1在【0．。o)上的第一

个零点，那么0茎t+S r，且有

”(t)==e’[”(t+)rj’～／：e5，(。(一一r))ds]5 1． 若t>t+

与

zet，=e一“一7’[妒c。，e一7+·，c母，一-+Z”e。，c”ct，at+．∥一7 e‘，c”c一，“s]
=e叫1’卜(o)e1“(讪)一2一。]+l，若t>“7． (2 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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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K如定理条件(d)所述．由于妒(o)e”曼。，l(妒)=J(妒)，可知满足1≤K s，t+(妒)

的K存在．讨论两种情形：

(A) K≠n+(妒)．即1 S K S’i+(妒)一1且

．，2Ⅳ十1(妒)<妒(0)e一7 S J2K—l(妒) (2 2 29)

并注意到：当K=1．2，一，n(妒)时， ．，2，、，+，(妒)是单调递减的．又n(妒)为奇数

时， 2n+(妒)一l=r^(妒)：n(妒)为偶数时， 2”+(妒)一1=n(妒)一1．当tn(口)(妒)十T S

t≤t。(，)一I(妒)十T时，由(2．2．1)及Ⅳ(t)的连续性，有

∥(t)=e-(t-r)[妒(o)e一7一。厶(p)(妒)]一(一1)”(9)

> c一。¨一卜z(≯’【。t，一(妒)一l(妒)一山。(讲(妒)】一(一1)71‘9’

= 1

因为￡。(p)(p)=一f及￡o(妒)=0．可得t’>t。(p)一I(妒)+7与^。(∞一l(妒)<t4一T曼‰(妒)

从而，必存在正整数j+满足‘r(妒)<￡+一T≤tj·一1(妒)及1≤j4≤n(妒)一1，因此

"(t+)=e一(‘1—7’【讪(fJ)c一7一Jj．((p)]一(一1)’‘=1，

且对t，．(妒)+T<t<^有

g(t)=c～(’一7’【妒(())e一7一如+(妒)】一(一1)’+>1，

于是，+必为偶数．不妨设J+=2K+则‘2"(妒)<z‘一r≤#2Ⅳ·一1(妒)，1≤耳‘S

7一(妒)一l及

妒(())P～7一．，2Ⅳ，(妒)=2e”--T (2．2 30)

由此推得

2ek“’(妒)<妒(O)e一7一也K。(妒)S 2et 2ti*-I(妒)，

亦即

以K·+I(妒)<砂(O)c一7曼J2N·一1(妒)．

再结合(2 2．29)．得K+=K．由此及(2，2 30)，有

e”=；[咖(o)一c7．凡Ⅳ(妒)】、 (2 2．31)

(B) K=n+(妒)，此即妒(o)e一7≤如。+(p)一l(妒)．由(2．2．1)有下式

Ⅳ(t。(训一l(妒)+T)≤e一‘¨(，卜，Iv)【如。+(≯)一I(妒)一Jn(妒)(妒)】一(一1)“(p)：1．

从而0≤t’≤t。(p)一1(妒)+f．即t。(p)(妒)茎t+一7≤t，．(P)_】(妒)．所以

Ⅳ(t+)=e一‘‘‘一7’[咖(o)e一7一以。(pj(妒)】一(一1)“‘9’=1．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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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妒)是奇数，则2K=nOp)+l，且咖(o)e一7=厶(纠(妒)=e～因而以K(妒)=～e．

妒(o)=1及t‘=0，从而(2,2．3 L)成立．若n(妒)是偶数，则2K=n(妒)，(2．2．31)也

成立．由(2．2 1)，(2．2．28)及(2．2 a1)．当t>t++T时有

㈣纂：鬻二‘撼掣≯,t-r燃a赫 犯。．。z，

＼Ⅳ(t)=e一(￡f)【妒(o)c—T—J(妒)+1一J。 r，(∞(s))d一]，
、⋯1。。’

利用与情形(iii)类似推导，易知：由妒(o)e1+e7如^，(妒)≤中(o)一。，(妒)可得

(z(t)．可(￡))_(1，一1)(￡_÷。。)；由妒(o)e_丁+e7J2K(妒)>妒(0)～J㈨)可得

(。(t)，Ⅳ(t))_(1，I)(t一÷。。)基于以上讨论，易得余下部分证明．证毕．

定理2．2．2’若口=一1，垂=(妒，妒)∈Xo，(z4(t)、Ⅳ。(t))是系统(2．1．I)和(2 1．3)

的解．则当z_}。。时，(z4(t)j矿(f))_÷(一1，一1)或(一1，1)进一步￡。。。时，有

(i)若圣=(妒，中)∈砧一．则(Ⅲ(t)．Ⅳ(t))_(一1，一1)当目．仅当

妒(o)=一1．n(1p)=l

且

砂(o)≠一l或n(妒)是奇数．

又有(。(t)，Ⅳ(￡))斗(一1．1)当且仅当

妒(O)≠一1或¨(妒)≠1或妒(【))≠一l且n(妒)是偶数

(ii)若圣=(妒，讪)∈x}’．!j14(z(t)，口(t))—}(一1，1)．

(iii)若cI,=(妒，妒)∈爵“．则(z(￡)．9(t))_÷(一l，一1)当且仅当下列之一成立
(a)妒(O)≠一1，J(币)墨I妒(0)f一7；

(I，)，。(妒)是偶数， 。，(妒)S I妒(【J)|f_=7：

(c)7z(妒)≠1且为奇数， L，(母)S I_p(【)卅_。一2e”。¨”·(9’+2

另有(z(t)，Ⅳ(t))_(～1，1)当且仅当下列之一成立：

(d)J(币)>{妒(0)1e 7；

(e)咖(())=一1．¨(妒)=1：

(f)妒(o)=一1，7l(妒)是奇数， ．，(妒)>{’o(o)1e一7—2e7+‘¨fr，一z(9’+2

(iv)若中=(妒．妒)∈xi’，则(。(￡)．Ⅳ(t))_÷(一1，一1)当且仅当

。，(妒)>I母(0)Ic一7及l妒(o)le一7+e7如K(fP)2 I妒(o)l—J('4s)

其中K是满足1兰K曼旷(妒)及

J2K+I(妒)S l妒(o){e一7<以“一I(妒)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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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正整数．另有(。(t)．g(t))_(一1，1)当且仅当

d(妒)≤|妒(0)fe一7

或

t，(妒)>1妒(O)1e一7： }妒(())1e一7+c7 J2K(qo)<1妒(o)1一了(妒)，

其中K如(iv)中所述．

证明：略．

定理2．2．3 若r丁=1，且m=(妒，妒)E丘、(。：+(￡)，y,p(t))是系统(2．1．2)和

(2 1 3)的解．则当t-÷∞有

(i)(z4(t)．沪(t))-}(1，1)当且仅当下列条件之一满足

(A)中∈．Yil一：

(B)中E 272’，且妒(【J)P一7 S。，(吵)；

(C)圣∈xi’+，且妒(O)e一7 S。，(妒)：

(D)西∈x手¨．且妒(o)c一7十J(砂)S妒(o)4-L,TJ,2k?+j(妒)及妒(())P一7+J(妒)墨

妒(o)+eT,如K+l(妒)，其中

铲㈤此鬻辫 仁z瑚，

上式中k1的定义见(2．2．13)．以及

牡汜k2．蛾鞣㈤ 饵z㈣

上式中^一2的定义见(2．2 16)

(ii)(z。(t)，99(￡))_(1，一1)当且仅当下列条件之一成立

(E)m∈22’、及妒(o)e一7>．，(妒)．

(F)m∈贾孑¨．及妒(i))P 7+．，(咖)>妒(())+er,12k?+l(妒)， 七i的定义见(2．2．33)

(螂(z+(￡)．沪(t))-÷(一1、1)当且仅当下列条件之一成立

(G)西∈xi’+．且妒(())P一7>L，(妒)，

(H)m∈贾≯⋯，且妒(o)e一7+J(妒)>妒【o)+e7,z2kl+(妒)， 《的定义见(2 2．34)．

证明：分几种情形来证明定理

(11．圣∈工；一

由(2．2．2)及(2 2．4)，有

』。(‘)=w)c～一J(砂)∥。1’“ 若t>L
l y(t)=【咖(【))e一7一。，(妒)]e一(。一7’+1，



由此易知(。(t)，∥(f))_(1，1)(t_∞)．

(II)．垂∈X—o、一

由(2．2．1)与(2．2 4)、即得

㈣羔e-(。。-r订}f础冀羰L1“～，m∽胁1．若⋯I智(t)= 5币(o)e一7+J(妒)～ +『；}一7 r．，(zfs))dsl．
石 ‘)r。

如果妒(0)c一’S l，(纠．则g(t)≤1：口(当t>T)，于是当t>2r时

因此，(z(z)．Ⅳ(t))_÷(1，1)(f一÷。c)

如果妒(t)c一7>J(妒)，则Ⅲ(￡)>1=D(当￡>r)．从而当t>2r时

g(∞=e-(t-r)[咖(0)r 7+J(妒)--1+／：r c‘，(z(￡))dt十e71～1，
所以有(-(t)，”(￡))叶(1，一1)(t-÷。G)

(nI)．士∈豆i．I

利用与情形(II)类似推导，易证￡4。c时，若妒(o)c—t茎J(妒)，则

(z4(t)，Y+(t))—+(1，1)；若妒(())e一7>。，(妒)，贝0(z。(￡)，∥。(￡))—÷(一1，1)
(Iv)．零∈元孑，+

由(2．2．1)和(2．2．3)得

{美￡：：：：：：：毒鬣：：：：爿蓦：：二兹：：三；芝篙；塞{i 若t>， cz z：∽【Ⅳ(￡)=e叫叫№)e—t+圳一1+r e％：(5))d^J'右D。m35’
取2i与镌如(2-2-aa)及(2 2

34)所述，则有o≤≈；兰n一(妒)，【)≤^：；≤rf一(咖)，

也^：+j(妒)与也^；+i(妒)均存在，且

。7 5·如^_l(妒)曼c，(妒)． “’≤．，2k；+J(廿)曼J(妒)． (2 2 36)

E-ln{；Iot。)+e7J2卟-(纠】l(2．2,37)

霉=m仕鲫)∥慷“删}．
容易看出0≤耳<。。．i=1、2．

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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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从(2．2 36)．可得

妒(0)+r7以^；+l(妒)／ 妒(0)+e7J0／))
妒(0)+e7J(妒) 一妒(【))+e丁以七：+1(妒)

以下我们考虑三种情形：

情形1

e‘7≤!：!；；l；篙s；jij；{；；端s er．(2．2．38)。
一 妒(0)+P7J(妒) 一妒(0)+p7以≈：+1(妒)。。’

’

首先证明：当t>矸+r时，由(2．2 38)的第一不等式可推得下式

z㈤一∽．r，㈠[崭龋叫“(2．2．39，
为此我们考虑两种可能情形：

(a)妒(i))≠1由(2．2．11)．(2．2．33)及(2．2．37)，有≈：=＆l，且町=正>0从引

理2 2．2中的(i)．可看出

Ⅳ(￡)>1=口．若0<t<T1=77． (2 2 40)

另一方面，由(2．2．34)及(2．2．38)的第一个不等式

如果妒(())=1．则K='It。(妒)．且

妒(())P一7+．，(妒)≤妒((J)+c7如E+1(廿)=2．

若妒(o)≠1，则磁=≈2，而且

妒(O)c一7+．，(p)S妒(o)+c7。如女。+l(咖)．

即有(2．2 L7)成立．因此

Ⅳ(t)≤1=口。若t>TL=Tj，

对t>吖+T，由(2 2 35)，(2．2 40)及(2．2．41)得

r ct，=c一(，一T’[妒c。，r，7+。，c咖，一，+／：'r； ／f．-T r5“一]
=e‘’一r’[妒(o)e一7+。，(妒)一2e17]十1

于是再结合(2 2．37)．即证得(2．2．3 0)

(b) 咖(o)=1．即％；=T；-一(妒)．则当t>0时，有

妒(o)+c7也★：+l(妒)=2与矸=0

(2．2，41)

f2．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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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0到t积分(2．1 2)中第二式，我们看到

Ⅳ(t)=e～‘[妒(。)+，‘。一7 e5，(。(s—r))ds]s 1

当t>r=可+7、由(2．2．4)可得

z(t)=e一‘‘一7’[妒(o)e一7+t，(妒)一2]十l，

由此，并注意到(2．2．42)、即得(2 2．39)．

结合情形(a)与(b)，我们证明了：当t>TI*+T时，由(2．2．as)必可推得(2 2．39)

成立．再由(2．1，2)的对称性，易证由(2．2 38)还可导出

鲋，=2t-(t-哪[者畿
所以，(z(t)、∥(t))_÷(1，1)(t。。c)．

情形2．

!!1 2±!：!!生2 、，，

砂(【1)+e7．尼女：+1((P)7。

对此由(2 2．36)有

若t>霉+r

(2 2 43)

者糕<咝1等掣．(2．2．441 )
妒(O)+c7如蛾+J(妒)、 妒(O)+

‘

’

另一方面，对任意妒∈己、又有

与

0=‘u(妒)>‘1(妒)>‘·>tn(∽(妒)=一r

”“，J

—e1十2∑(一1)J“e‘，(⋯， 若n(妒)是奇数

-嘶)={ ：茜。
l—r。7+2∑(一1)。。e’，(“ 若tl(妒)是偶数
～ Fl

因而，对任意妒∈西、有

2n+(口)一1

J(妒)=～c～7+2 E(一1)’-l Pti(9)

：_(--r+2—2 f1一c⋯#j]
L J

一2 lc‘2”+㈦_(“一∥’“+(；

<2一e一7．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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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式代入(2 2．44)．得到

妒(O)+e’J(妒) ，

v(o)+c7 J2K+l(砂)
。

妒(0)e7一(p(O)(，一e 7)+2一e～7

v(o)十l

妒(O)e7+e7一【v(o)一l】(e7一e一7)
妒(0)+1

< e7

即有(2．2．3s)的第一个不等式成立．于是(2 2 39)成立，所以

牡ze邛川)[群端_卜
1

若t>丁÷+7

z)==一一(，一r’[妒(o)c一7+。，(妒)一1+“+t--'r r s，(_(一))ds]，
利用与情形(II)的类似推导，易证：由(2,2．43)．必有(z(t)，Ⅳ(￡))_÷(1．一1)(t_÷∞)

情形s．!：!；；；篱<e—T
号情形2类似，可得(z(#)，》(}))_÷(1，一1)(f矗÷。c=)．综|二所述，得到定理结论．证
三|三．

定理2．2 3’ 若口=一1．且西=(妒．妒)∈贾。．(_。(t)．Ⅳ+(t))是系统(2 1 2)和

(2 1 3)的解．则当t-÷。。，有

(”若圣∈戈乒⋯，则(r：+㈤，矿(￡))一÷(一1，一I)当且仅当

妒(o)≠一1或％(妒)≠l或咖(())=一1及，。(妒)是奇数

且

妒(o)≠一1或，。(妒)≠1或妒((】)=一1及v一(妒)是奇数

还有(。：+(t)，Ⅳ+(t))_÷(一l，1)当且仅当

妒(o)=一1，n(妒)=1及妒(())≠一J或"(妒)是偶数．

再有(z+(t)．Ⅳ。(t))_(1，一1)当且仅当

妒(o)=一1．7}(妒)=1及v(o)≠一1或?I(妒)是偶数．

(ij)若虫∈贾孑。，则(z。(t)．Ⅳ。(t))。(1，一1)当且仅当下列之一成立

(a)cp(o)≠一1或，。(咖)是奇数，且．，(妒)S l妙(叫#。：

(|】)．，(妒)S l妒(())l(，一7—2P 7+’⋯。卜-(”)+2．

另有(。-。(t)，g+(t))_÷(一1，一1)当且仅当下列之一成立：

．25-



(c)妒(o)=一1，，。(母)是偶数，且

．，(妒)>妒(o)le一7—2c7+。n(“)J∞)+2；

(d)L，(妒)>11fI(0)Ie一7．

(iii)若垂∈X一，则扛。(t)，g。(t))-÷(一1，1)当且仅当下列之一成立

(e)币(o)≠一1或n(妒)是奇数，且J(妒)≤l妒(o)Je。；

(f)J(妒)≤l妒(o)Je一7—2e7+‘“，J一-(妒’+2．

另一方面， (：r4(￡)．Y。(t))叶(⋯1 1)当且仅当下列之一成立：

(g)妒(o)=一1，n(妒)是偶数且

J(妙)>I妒(0){e一7—2e7+‘¨(p卜-(妒)十2

(1、)。，(币)>}妒(())1e～．

(iv)若垂∈戈彳’．则(∞+(t)．g+(t))_÷(一l，一1)当且仅当

I妒(0)le一7+t，(妒)<I母(o)I+e7如＆。+1(妒)

且

1妒(t))1P一7+．，(妒)<1妒(0)f+c7．，2^。+l(妒)．

另一方面，(z。(t)，矿(t))叶(一1 1)当且仅当

|妒(o)i一一7+J(妒)≥I妒(())i+，如＆。+l(妒)，

再者，(z+(≠)．沪(t))一(1．一1)当且仅当

l妒(o)|e一7+J(妒)≥l妒(o)I+e7。，2k，+l(妒)：

其中kl，k2满足

^：J=min{☆∈N；O≤^s”+(妒)一l，且～。乃^+2(p)5』妒(o)JF一7}
与

女2=m111 k∈Ⅳ；o 5≈≤n+(砂)一1，且一J2k+2(妒)s l妒(())Ic一71．

证明：略．

(注2．2，4] 定理2．2 l～2．2．3。中不再有限制西∈．k．只要圣∈．豫．从而分别

改进了文【50]中的相应定理．

下面通过一个例子来验证定理2．2．2的条件．

例2,2．1，考察方程组(2，1．1)和(2 1 3)．取T=j、口=l，设妒(t)=l+4A(；+8i，啪
及妒(t)=1十4肚({+s2n{)(一§s t≤o)，其中^和p是实数，令垂=(妒，中)．则

．26．



一 堡主兰垡篓奎

若(A，“)∈E．(∞。(t)，Ⅳ。(≠))_(1-1)，若(A．p)芒E有(．r。(t)．Y4(t))-÷(1．一1)．因此，

E=E1 u E2 u岛，其中E1=((^．p)∈R2：^>pe{+e詈一e景．0<“≤ej—1)：E2=

{(A．p)∈R2：A>0，Ⅳ=0)：E3={(A，“)∈R2：^>吾一1，肛<o)．见图2 1

1

五=P6一1

分几种情形验证此例．

情形1．A>0且p>0

显然，若一§<t<0，则p(t)>1．若一；<t<一§，则妒(t)<1 即

to(妒)=叭I(妒)=-49，t2(妒)=一§=～r，以及tl(妒)=2满足妒∈吲：。(口)这里
s(妒)={t，(妒))?当’∈S于足， 妒∈e亨：。，(妒)=Jl(妒)=一一一j+2e一言，且t^(妒)=

一(一"r～j(i=2，3．)类似有，若一§<t<0，则母(t)>1，若一≥<t<～§，则

砂(t)<1．妒∈谢，咄妒)=2且。，(咖)=^(砂)=一e—j+2e—i．因此，有西∈对⋯．考
虑两种情况．首先，若“>cj一1．则妒(o)e—r=(1+2灿)e一{>(2ei一1)e—j=．，(妒)，即

定理2．2 2中条件(c)满足，于是(．r(￡)，g(t))_(1．一1)(t_÷o。)．其次，若p≤ej一1

则。la((．o)=一一§<妒(o)eJ丁s Jt(妒)=L，(妒)．设K如定理2．2．2中条件(d)所述．则

K=l，妒(【】)_一7+f”。屯，、(妒)=(1+2A)e一号一l，且咖(o)一．，(妒)=1+2p十c一；一2c‘j．若

A S(1+』^)e三一f～，则妒(【))¨一7 q-er．几N(妒)≤[1+2(1+p)一三一2一告】c—j—l=讪(o)～J(妒)．

因此，条件(d)满足，从而(z(t)，Ⅳ(￡))_÷(1，一1)(t_÷∞)．若A>(1+，z)e§一ej

即(A，“)∈El，参看图2 1则有妒(o)e1+e7五N(妒)>妒(o)一。，(中)，于是条件(f)满

足，从而(z(t)．Ⅳ(t))斗(1．1)(t。。。)

情形2．A>0且p=0(即(A．／^)∈最)

易证m∈五≯一而V，∈c：．。7(妒)=P—j，且v(o)e。=(1+2)Oe j>。“驴)从而

条件【e)成立，因此(z(t)，Ⅳ(t))_÷(1，1)(t_÷。。)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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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3．A>0且p<o

则有go∈贾孑，一与．，(砂)=一C．-；+2e一§若A<e；一1，贝0妒(u)e一7曼【1+2(ei—

1)】e一；=L，(妒)，条件(b)成立，于是(z(￡)，9(￡))叶(1，一1)(t-÷。。)．若^>e；一l(即

(^，卢)∈B，参看图2．1)，则有妒(())e。>J(妒)于是(z(￡)，9(￡))_÷(1、1)(t_。。)．

情形4．A S 0

则go∈贾彳+以及p>0和圣∈贾彳’一且“≤0．由此，条件㈤满足，即有

(。(t)，Ⅳ(￡))-÷(1．一1)(t_÷。。)综上述，此例得证

特别需要指明的是例2．2．1中，若(^，p)=(0'0 0)则m∈xi’，(z(t)tⅣ(t))_

(1，一1)(￡-÷。o)，即变成文【50j中相应定理的情形．但是，若(^，肛)≠(o，o)，则妒一l

和咖一l在初始区间振动，所得结果不能由文【501得到．

2．3两类模型的全局指数渐近稳定

由上一节的讨论可知：当川>1时，系统(2 1 1)和(2-1 3)有唯一f‘衡点(XO·Ⅳo)，

(xO'YO)=／一I,-1)，’蓁：≥ 仁。-，

作变换

㈣v[t))：=坤y(t)卜-Y=f=0)o,
将(2．1．1)变成

俘：涮：矧j： ∽。。，

其中，函数g与h分别为

，ct，=r。一，c”。+t，={。：r。0--+1。，,冀{；：：：：：
以及

，a ce，：一蛐一，t。。+e，={一-。Yo。+-1。,，莩；≤>口O-一--z。：m(b
显然，(2．1．1)的平衡点(z。，Ⅳo)转化为(2．3．2)的平衡点(o，o)．

设to∈R．令X‘。表示Ii：1)t—r，to】上定义的连续二维向量函数(妒(≠)，妒(￡))

的集合，其上定义上确界范数”m则x札成为一Banach空间．对西如∈Ⅳ如．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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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Ⅳ+20)表示(2．1．1)的具有初值西‘。=(∥。，Ct。)的锯．令田t。：(妒co—m．妒，一90)

则Ⅲ。o∈X“，且(2 3。2)的具有初值田幻的解为

(u中h，vq,+o)=(T中h—zo．Ⅳ。h—Yo) (2 3．3)

对H>0．定义：

B智={圣“∈x。o：；{面‘。ll= s'tlp ll圣“(￡)Il衅≤H}，

其中Em：lid空间R2中的范数取为11(z．y)ll胖=㈦+M．(z，口)∈R2

定义2．3 1．如果存在fI>()．使对任给∥>(1、存在K(p)>()，使当1王fb∈B≯I,

时，对一切t≥to都有

胪‘。(t)l+胪‘。(t)f≤K11'p。。扩n(““

则称(2．3．2)的零解为全局指数渐近稳定的．

显见，变换(2 3．3)将(2．1．1)的平衡解(咖．Ⅳo)的全局指数渐近稳定性转it为

(2 3 2)的零解的全局指数渐近稳定性．

下面的定理表明，当川>1时，模型(2 1．1)的平衡解是全局指数渐近稳定

的．

定理2．3．1设|O-I>1．则(2．3．2)的零解为全局指数渐近稳定的．

证明：只证一>1情形(Ⅳ<一l情形类似)这时(2．3．2)中的g,h分别为

撤，=他蓁爱0
以及

叭汴R簸三
对to∈R，皿。。∈X“，简记(u+“，"4沁)=(m u)．将(2．3 2)从to到t积分，得

f“o)=“【￡【))e一(-如)一．10-'"e-b(”(t—r一一))d一，
I"(z)="(￡())P(‘“】+时一“1 c-8h(¨(t—T—s))ds．

因此，对t≥‰有

{：：：|；裂篇■一卜幻，， 心。a，
l”(￡)≤”(t。)c一(‘一‘”)十2【1一P(‘一。。’]

‘“。‘1。

以及

{：。u((tt))Il s_<Ilu(t。o))lI。e一-(U。一-圯t。)}++22[[11一-。e一-。(t～。t。o))]]．,v(t
(2 3 5)

I|u(t)I s I o)le一(。圯)+2[I—e一卜‘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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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to)．”(to))=m‘o(to)．有}u(to)1+i口(Ol=II@to(to)JlRt≤IIq,￡。¨．所以，由

(2．3 4)可得

㈣v(t)到tlq岫Jt。l忡e-_(￡(t-fo-to)’“ ⋯Lz,a．u、,J
l “

而(2 3．5)给出

j“(t)J+Iv(t)f S⋯II『‰II+4(e‘一“一1)】P一(‘一‘⋯． (2 3 7)

现令

如∽t0 h紫．帮I皿to叫]l_<一a-1。,
则由D>l、知tu曼￡‘<oc，且||Ⅲ’-，"1{”咄，’茎仃一1，于足，对t≥t+、由(2．3 6)．有

』叭”如一， (2删
1㈣≤一+l

p。‘。’

设肛>【)、妒，∈B孰以下分两种情形来讨论．

情形I ∥茎口一1这时忡‰ie茎肛S口一l‘故t+=zm从而(2．3 8)对t≥t({成

立．再注意到：当to—r≤t≤￡()时，Mt)I+}u(f)i=J|∥o(圳月。≤II母20【l S口一l因

此(2 3．8)对一切t≥‘o—f成立．所以，当t芝￡o时，有

㈣矧警=j 亿。。，

这样就容易证明

l“(t)l+lv(0i S 11皿‘u1|c一【‘一oJ，t≥tO． (2,3．10)

情形II∥>一一1．取K=1+篙一；，显见K>l，为完成定理证明，我们
须证

1u(t)f+fu(t)l曼K11tI—tol}e一(‘一抽)．t≥to． (2 3．11)

粤实上，若惮叫J≤口一1，则由情形I的证明，可知(2．3．9)及(2．Ll 10)成立，故此

时(2 3．¨)成立．

F设lJ山‰II>a一1．令t+=t【)+lIll!兰!掣贝o to曼t曼t++r时，由(2．3 7)．有

u(t)J+lf，(t)f 茎 [¨皿‰ff+4(c’‘+7一h一1)]c一(‘一“)

=州㈣+篙渺卜4)c_(p“)
圳胪”篙1桫圳一舻叫㈠(I～掣小叫圳仃一 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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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皿。。∈砖净ll皿t0||s反得如!t 5￡+十r时

lu(f)l+I"(t)l≤jI,rtoll·(1+j4e7"一百4)·e(t to)

=KI|圣。。忙一pto)， (2．3．12)

现设t>矿+r，由于(2,3．8)对t 2 r成立，因此

㈣三慕：亲=≥
又由(2．3．12)，有

Iu(t．+r)l+l"(亡幸+r)I≤jf||皿幻lle一(扩+7一‘叫，

从而，当t>t4十r时

|uO)I+I”0)I = 【I“0++r)I+f”(矿+下)1]e一(t'+。r-to)

≤KlI皿‘oIIe一(“。⋯． (2．3．13)

结合(2．3．12)(2．3．13)两式，定理得证．

类似讨论模型(2．1．2)，可得

定理2．3．2．设H>1，则模型(2．1．2)的平衡解(1，1)(或(一l，一1))为全局指

数渐近稳定的．

．．31—



几类二元神经网络模型的动力学性质研究

第3章 一类非线性二元神经网络模型的周期解

3．1 引 言

本章，我们考虑下列非线性二元神经网络模型

{。=～2+，(可(‘一7))， (3．1．1)
I i=一Y—f(x(1一r))，

其中时滞r>0，f：R-+咒为下列不连续函数

Ⅲ，=㈠霎蓦 ㈤Ⅵ，

继第一章之后，我们进一步考察当初值西=(妒．妒)定义在一振动型初始函数空间，

即妒一一与咖～a若出现有限次振动时，周期解的存在性．这种情形的周期行为

足已有文献中不曾研究的，其结果足全新的．当0 S一<l时，我们获得r系统

(3 l 1)有一孤立周期解的充分条件，其周期T∈(r，2T)．至于情形一1<Ⅳ<(J，町

作类似讨论，限于篇幅，在此省略．

引理3-2 l 设

3．2引理与记号

<盯<1，0<T<。。

则方程组 卜=器+笨鞴
卜=尚高熹觜‰

有唯一实解(叱”)=∽、t，4)∈群、且

而

r1再‰1<u4<t一盯+f+盯1e7’“
、‘

证明：由(3．2，2)的第一式得

(3．2，11

(3．2．2)

(曩2 3)

(：j 2 4)

一坠等等O-熹斋2 1笋， 似。．“J
7

《1一)2eru+(+d)e7
1 、⋯⋯7

-32—



一．一 堕主兰垡笙茎

将上式代入(3 2．2)的第二式得方程F(“)=0．其中f1(“)为下面三次多项式

F(“)=(1一盯)2l(1一盯)2+2(1+盯)c27]e27札3+20'(1一盯)3e27t户

+(1+仃)【(1一仃2)(1一口)+(2+12a一6口2)c27]u一2(1+盯)2[2e27+(1一r丁)] (3．2 5)

下证F(u)有唯一实零点“+、且

矮中

2

1一

先证存在性．由(3．2 5)知

F[F再蒜]
口+fl+o-)e7

<u+<1

=(1一仃)2((1～盯)2+2(1+仃)e27]c27

4

口+(1+们e7】2
2(1+盯)2(2—7+1一盯)

十(1+∞[(1一O-2)(1+盯)+2(1+6仃一3a2)e27=等鬻C帅，r，ll一仃+《l+仃{7P¨’’

乃(d．r)=(1+盯)2(1一仃)3一(1一仃)2(1+仃)(1～4a—o-2)e7

爪

十2(1～一)(1一口一9a2+or3)P27—2(1+口)4c37

2

(3 2．6)

(1一∥7+c27—2n37)+(一l+5c7—20e27—8e37)仃+(-2—2e7+16f一27一12(，t’7)盯2

+(2—6e7+4e27一,Be37)I丁‘‘十(j+3(t一2e27—2eh)D4+(一1+e7)仃5

妒(仃)=(1一c7+r打一2c37)+(一1+5e7—20e27—8c37)盯+(一2—2e7+16e27—12e：37)仃2

+(2—6Fi+4e27—8e 57)仃‘+(1+3e7—2e27—2e37)仃1+(一1+(·7)盯。

上式中，前三项的和记为hi(一)．后两项的和记为舰(一)：易知h1(引<0．又

h2(口)=一(2c：37+2e27—3e7—1)04+(E7一1)口5

=一((，一1)[(2f，打+4e7+1)r『4一仃5]<0

所以妒(口)<0因0 S口<1，T>0．故FI(O-，r)<()由(3．2 6)，立即可得

F
仃1e7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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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3．9 5)知

F(1)=(1～盯)2[(1一∞2+2(1+a)e27]e27+2a(1一盯)3e2r

+(1+∞[(1—0,2)(1一fr)+(2+12a一6叮2)e271—2(1十口)2(2e27+(1一仃)]

=(1—0-2)【2(1～口)(c47一e2T)+(1+口)2(e27—1)]>0

因此， F(“)在(T=再m2而了，1)内存在零点．

下证唯一性．将(3．2 5)求导得

F7(¨)=3(1一盯)2[(1一仃)2+2(1+仃)e27】e27fz2+4a(1一盯)3e2r¨

+(1+D)【{1一仃)2(1+盯)+(2+12a一6口2)e271

>6(1一盯)2(1+o)c47Ⅱ2—4(1一盯)3e271u1+(1+盯)2(1一矿)2

>(1一盯)3(6e47lul2—4c27|1^l+1)>0

对。切一。。<“<。。成立，故F(”)有唯一实零点“+∈(F再斋干丽，1)．注意到
(3．2 4)与(3．2．4)，、从而

证毕

引理3．2．2 设(3 2 1)成立，"+及F(训分别如(3．2 4)与(3 2 5)所示，

+2[(1一口)+(1+们e7

如果F(u)与g-(tz)的结式

其中

R(F’g】)=

6】2 b】l

b12

n3 t|。z

a3

blo

6】】bw

叫'

“1 “Il

>0

(3．2 7)

a3=(1～口)2【(1一口)2+2(1十口)c27]e27，

02=2a(1一口)16”，

n1=(1十仃)f(1一仃)2(1+一)+(2+12盯一6盯2)c2r1，
(3 2-8)

ao=-2(1+口)2(1一O-+26“)．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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睫b12=2#(1-o‘：_!)e3：ro,篇“绍1
”’>F蒜矿

gl(¨‘)=2(i一盯)e37仳“～【(1一盯)2+(1—02)e7+4e27 u++2[(1一盯)+(1+口)e7】>0

。
2e7

{”一万i再币可1‘=旷研历可番籍丽Ⅷ(1f秒【】5丽i矿瓦可可再可可Fi玎再可司‘91 m)川’‘

证毕

类似引理3,2．2，有

引理3,2．3 设(3．2．1)成立，F(“)如(3．2．5)所示，

92(T1)=【4(1+盯)r打+(1～盯)、P7+(1一(72)(1一盯)】¨2

+【4口(1一D)e7—2(1一G2)】"一4(1+口)e7，

如果F(u)与92(“)的结式

月(Pm)

沁2沁i

b22

0H “2

D．1

b20

抛I 沁o

n0

血1 Ⅱ0

<()

{芝i三；{；；；jli：j?!rj!f+(1一d)2(1+口)

㈣列蟛Ⅲ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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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证明：略

"|<譬≯旷(t叫u弘，
3．3定理及证明

下面定理证明过程中所涉及的有关记号含义与第二章相同，不再重复．

定理3．3．1 若(3．2．1)成立，且有R(F{91)>0，兄(F，92)<o，F1口】，92的含义

如引理3．2 2及引理3．2．3所述，则模型(3．1．1)存在一孤立周期解．

证明：设“+、t，4如引理3．2．1所述，则由引理3．2 1-3．2 3．易知

e一7<∥<{，+<l 及 一r<加14<№J+<0． (3．：{1)

取西=(妒，妒)∈戈。，使，。(妒)=，l(妒)=2

&={一T t#，o)，tp≈№J+；&．={一r，t"0)：‘p≈hⅢ+

妒(O)≈1一(1一口)"’，妒(o)≈1一(1一口)u+ (3 3，2)

显然由∈贾≯”

当。曼t≤t。+T时，有

l z(t)：1+(妒(o)一1)e～。，

lⅣ(t)=～1+(币(o)+1)e一‘．

特别，
．

J』(tp+T)=l+(妒(())一1)P一(。r+川，

1 y(tv+r)=一1+(母(【))+1)e(‘口+¨．

进一步，由(3．3．2)可得

慨凛攀盏 c。。剐

因为v(o)=廿(o)．有∥(o)>o，又由(3．3．3)及引理3．2．1，得

鲋。川z型盐竖丧掣盟坐<等Ⅶe’U’ e。Ⅱ+

所以存在tj∈(0．tp+T)使Ⅳ(t1)=口．即一t+(妒(【))+1)r。，=口，于是解得

￡，=f扎竺!12±!≈f％!二f!二12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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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茎t st。+，时，还有r(t)>J

当￡。+T曼^曼t。+T时，得

I z(t)一l+(妒(o)1十2e“+t)e～．
1～(t)=一1+(妒(o)+1)e‘

特别，

J。(tp+T)!一111[妒(o)一1+2e‘”+7】c(‘”+7)

lⅣpp}T)= l+【妒(o)十l】e一(‘，+71

进一步，有

I T{t≯+T)≈1+等一(1_口)e～．

IⅣ(～")≈l+嘉一噼：
由(3 31)及(3 3 3)易知T(tF+r)>口．另一方面，由引理3 2 2有z(t，+T]

而存在t2∈(t”+r，t口+T)，使Ⅲ(t2)=d、H9一I+(妒(o)一1+2一w+7)c“=口

t，：祀(I))二!二塑：：
‘

l+o⋯t塑等

(3,3 4)

(3．3 5)

<口，从

解得

《3．3 6)

且狗
．

I z(t)一l+(1+∞e邛女)，
IⅣ(t]=一1+(1}Ⅱ)e一(。一。w

另夕I、，由?，(ti—r)=一1十(1十口)t 7一‘r 7．得v(t≯+r)(口因此(n．+，“￡++，)E贾；

&f。}，={r，f2一}# r．u)．Sf。+，={T，t1 ￡#一T．【)}，?。(zf‘十r)=，‘(m。+rj=2

当t。+T≤t≤ti+r时，有

即

特别有

进‘步

f。(￡)_I+p(沁十r)f11『J却‰叫，
1Ⅳ(t1=l+b(t≯，T)一1]e卜，一刊．

f z(t)=一l+(妒《。)一1+2rk：7)e：，
I"(’)。一1+(∞(o)+1—2e‘9+7)P一‘

f z(tI十T)=一1+(口(o)一l+2∥。+r)[一㈨+川，

I可婶l+f)=l+(母(o)+1—2一P+7)e一‘’。+T。，

{：}；}：：：：i：：；{!}i；i!i：i：!ij盏!。!：：!。!!!，!：!． c。s，，
IⅣ(¨r)z坠堑幽冯熬篙捌生坐竖生

”⋯7



由引理3．3．3有Y(tl+T)>口．又v(t≯+T)<口，故存在t3∈(￡，+7，fl+r)．使

y(t3)=口，即一l+(妒(o)+1—2e。一+7)e一。=J，解得

t。：2，。塑!二!±鲨：：
l一盯

且有

2e7'，+一f1

f1

盯1¨+一2

㈣：：_誉1-咖I-a)邓e-咄(t-≯t2
当tl+r茎t≤t2十T时，有

㈣剥浆矧二(t吨-t】
f)

7)

(》3 8)

即
．

J。(t)=l+【妒(())一l+2e‘r+7—21+．+‘lJ。(O)c7)e一’，
IⅣ(t)=1+【妒(o)+l一2ck+7】P一‘

特别有
，

J z(￡2+T)=l+№(o)一1+2e～+7—2旦l趔+rr e7】e一屯一7，

l冒(t2+7)=l+【妒(o)+1—2e。+7]e一。，一T．
因此

J。(屯+r)z 1+墅之孑；望筹=1一(1一a)u+、
I v(t2+r)z 1+型上丝生二{≥笔芝；攀i；享巡=1一(1一∞u}．

于是有x(t2+r)>仃又z(t#+r)<盯及』(￡)=一1+陋(t#+T)+1]c一(t tr-T)得

X(tl+r)<口，故存在t4∈(t1+T，t2+T)，使z(“)=盯，即1+[妒(())一l+2a。。+r一

2e‘1+71e。4=口、解得

另外有

于是有

忙挑!墨!：二堡：：二型±1
1

I一盯

．．f．4rJ7—4c7¨++(1—0-2)"+
别”——1—吾厂二

f：r(t)：1一(1一口)e(￡～h)
1Ⅳ(t)=1一(1一口)。(t—ts)

{x，。(。t。2++，T，)：=。1一--。(，1一--。a，)。c“t4
．38一

(3 3 9)

『

r

卜

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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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3．3 6)，(3．3．8)及(3．3．9)，得

现令

2fJt+’一妒(O)一1 1+Ⅱ

(1一a)e7 妒(O)一l+2e‘p+7
2c7"+一2+(1一d11， l+盯

(1一口)e7 一(1一口)"++2e7¨+

e“山～：生篓望 2a+十+’一妒(O)+1矿i汞F—～
4e7—4e7“++f1一口2h，8

1+盯

妒(0)一1+2e。_+7

1+O-

(1～口2)e7 ～(1一v)v++2e71^’

¨=e￡-{一“一7．"=e￡4一，2—7

则有u≈“+，tJ≈'，+．于是(3 3．10)变成

因为U<u<1．从而(zt。+，

S。2¨=卜T．t3一t2一r，())．

于是，重复前面过程，

特别

(1一盯)”

(1一们“

Y／．2+T)∈力⋯，且＆”，=卜r，t4

当也十r S￡≤如+T时，

一“一r)
’

(r一圯一7

f z(t3+f)=l+Ix(如+r)一lle-(t3--￡2--T)=1一坐；字．
IⅣ(￡．{+r)=一1+b(t2+r)+lie(2s-t．_,T)=一l+生学

类似前面的证明易知Ⅳ(t2+T)>口，”(‘3+T)<∥于是存在t5∈(t2+r；t．1+r)，使

y(t5)=O-，有

如=”川，一警z"r十2『。警
当t3+r≤t≤t4+T时，有

陋(t2+r)一l+2∥r

[y(t2+f)+lie一(。‘z

．39_

l

1

=

=

T

T

+

+如k

Z

Ⅳ，lI●，、I【

一咿
1

L●一，，r

r

卜

十

2

2

U¨bk}_}．1

l

～

fJ

=

U

O

Z

Ⅳ，●●●，、●【

一一
一e2

r

+

+

l

l

一

一

|l

=))@忙

Z

Ⅳ，●●，C、【



即

j z(￡)=一1+[一(1～d)t，+2e7u]e一(t-t 2-7)，

IⅣ(t)=一1+[2一(1一口)“】e～(。一￡z一“．
特别

J z(t4+T)=一l一(1一d)e一7+譬．
【y(／,4+T)=一i+2e7"一韭；譬!，

类似前面的证明可得x(t3+r)>口一(t4+r)<口．于是存在t6∈(如+r，t4+r)，使
z(t6)=口，有

此外，可证o㈨+r)<口．因此

Syh+，={一Lt5一t4一r，(1}．于是

当“+r≤t≤屯+r H寸，

即

特别

f_(t1+r)
1 y(t5刊

2c7，{』一(1一口)t

z(t)=一l+⋯t2+r)一

”(t)=1+Iy(t2+r)+1

—1+『1一cr]etG‘5—7

l+盯

∈x彳‘一，蜀h+，=卜r．t6一t,t～r，0}

=l十[1一。p。”7=丝业坐_专豢当≯￡睦业业

类似前面可证Ⅳ(t4+T)<口．Ⅳ(圯+T)>口于是存在‘7∈(“+T，t^+r)，使Ⅳ(t7)：口
易得

即

特别

2+f1一o-)u+2e7'tJ
l一仃

当t8+f≤t≤t6+f时，类似有

J．F(t)=l+【，‘(t2+r)一】+2r·‘3一。?一2et^-t2k‘‘一’2～r
IⅣ(￡)=1+陋(t2+r)十1—2et4 t2】a一(“‘。一”．

4c7 ．4t 7“

一再i十。r再

2一(1一o-)u

z(ze+r)=1一[1一一】e。8一如～T=1+=冬；李：兰若磐．
Ⅳ(t“+T)=1一[1一盯1c‘7一k一7=1+盟±2型e2工兰％二l-韭(二l-型rr兰)e二r丝v型

吖

一卜一

也

C

r

如∥r2“
e十2

1

一

一

如

b

“

“酬驯
卜

一如m

口

盯

一

一

1

+

一

l

Il

=幻D

—

r一

■

U

r小卜一。

一

～U黯

+

+

l

l

|『

=D幻

o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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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_(≠^+r)<仃，：r(t6+r)>仃于是存在t8∈(b+f，of；+T)．使F(t8)=d：解得”"r¨。堑等学．
易证(。“+，)，Ⅳ￡。+，)∈贾孑’+令

f U=e￡i“一r，

I V=e‘H“6

得R2-÷R2 09映身,t咖：(t11V)H(U V)

{{：2篝!裂簿， ㈣¨。，
1 V=岳与等尚≯

¨““’

由引理3．2．1，c：6存在唯一不动点(m”)=(“+，”4)∈群，即咖(”‘，，，+)=(“4．t，+)显

然，当西=(妒，妒)∈．更}1。，s≯={一T，t妒，o)，．％={一r，o讪，o)，t≯=f?‘“+，tw=lnv+，

妒(o)=z+=1一(1一a)u+，妒(o)=Y+=1一(1一一)u4，系统初值为中的解(。一，Ⅳ。)为

周期解．

例：一=0．代入(3．21)．(3 2．4)及(3．2 5)得

系数

则有

㈣
(1+2e”)(F27t13+u一2)，

2e：’7 Y产一(1+c7+4e27)“十2(1+e7)

(4c”+e7+1)u2—2u一4e7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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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R(F口1)=

R(F92)=

b12 b11 blo

612 b11 blo

612 bji blI】

03 n2 01 n0

n3 02 a1 ao

16e”(1+2e27)3(e7～1)2>0

=一32e37(1+2c2r)3(P7—1)2<0

由定理(3·3 1)，可知非线性系统(3 l 1)存在孤立周期解．且周期为T：r+fr5楚禽正
∈(L 2t)，其中“‘是方程F(n)=0，即e”t‘3+u一2=0的唯一实根，由(3．2 4)有
”+=，m+)2

进一步，由(3 3．11)得西：衅叶R2

㈦：：
2P7．tl+u 2

■F<二百一，

-Ir7—4f 7㈣4-，

(薰 藜)
f1+4e27)"十4e7

f2e7¨一"12

1(1+—4eZjr)u矿-22dru e—r

f 一1712

8c27+2c7"

(2，'‘一")2

4fJ7—2ra7u

(2r，7“一f，)2

设Jacobi阵D≯(“4．u+)的特征方程为

A2+6A+C=0

—42．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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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

删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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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生韶芒筹(2e7“‘一"+12e7

16e7
一

(2c7u+一1，‘)3

又由F(u+)=0知e2T(u+)3=2一“+Ⅲ+=e7(tz+)2于是

。=-一蒜2(一“412

16

一酉i予’
围()<n‘<1．显然有一1<b<t。c>1．从而特征方程(3 3 IB)的△=b2—4c<0，

其根为一对共轭复根，^1，2=二旦±主≤互：更满足IAjl2=些‘警塑>l(j=1，2)．故系统
(3．3．1)的孤立周期解是不稳定的．



几类二元神经网络模型的动力学性质研究

第4章 两类二元离散神经网络模型的渐近性质与全局指

数稳定

4．1引 言

考虑下列具负反馈二元离散神经网络模型

J。(74+1)=肿。)十m(“一K))， 眦1)
lⅣ(n+1)=卢口(n)一f(x(n～Ⅳ))，

与具正反馈二元离散神经网络模型

{：㈧2脚‘一1)+m(”K))’ (4．m)
IⅣ(?^)=声Ⅳ(，l一1)+，【j+(，t—K))，

其中∥∈(()：1)是衰变常数：K∈N且，：R_÷R是不连续函数

他，=协霎鐾 ㈧"，

式中p>(1，且阈值口∈R．

事实上，系统(4 1．1)和系统(4 1 2)可以看作是下列系统的离散化

{t=一卢z(‘)+，(掣(‘一7))， {4．1 4)
l 0：tLy(t)一，(z(￡一r))、

或

2：÷一刚)+m(‘一7))- (4．¨)
l西=～肛Ⅳ(t)+，(f(t—T))．

其中，t表示衰减系数．，：R_}R满足(4．1．n)

相对于连续系统(4．1 4)与(4．1，5)而言，对于离散系统(4 1．1)与(4．1．2)的研

究，结果比较有限，从一些较新的研究结果来看，还是考虑非振动型初值的系统

的动力学行为．本章，我们考察具变号型初值的解的渐近行为与稳定性．

设z表示所有整数集合．对于任意m b∈Z且a≤6，定义N(a．b)={叫。+

1，⋯．b)．及，)v(“)=h“+1，··}．方程(4．1 1)或(4．1．2)的解，我们指的是对一切

的“∈Ⅳ(一K)，R2上对所有"∈N满足(4 1．1)或(4．1 2)的点集{．r㈩，g(，^))．设

x：J)v(～K，0)_÷R2．显然，对任意初值壬=(妒，妒)∈x方程(4 1．1)或(4．1．2)有唯

一解(z。(")．Ⅳ+(n))满足初始条件

口。(i)=妒(i)，Ⅳ。0)=咖(i)、对一切i∈Ⅳ(一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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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着重考虑：若妒一一和妒一。在Ⅳ(一K，o)内有有限次符号改变时，模型解

0+(n)，旷(n))的渐近行为与稳定性质．即考虑这些初值西E贾。：戈≯，+u贾≯一u
．牙彳，+u贾彳’一．其中

上式中

戈孑’+={西E．x：垂=(妒，咄)，妒∈五亭和妒E矗亭)

Rj={归：Ⅳ(一K．f))—}月；妒(o)一D->0

及

只；={妒：Ⅳ(一K，0)—}冗；妒(o)一盯≤0

且妒(z)一口≤()至少对某个z EⅣ(一K．一1)}

且妒(i)一口>0至少对某个i∈Ⅳ(一K．一1))．

结果表明：当a≥i与时，模型(4．1．1)与(4．I．2)的解(z+(，t)，Ⅳ。(n))分别趋于唯
一平衡点，确切地说：当o>T刍时，模型(4．1 1)(或(4．1 2))的每一个解都趋于

(南，一尚)(或(卫1-fl，南))；当心∈贾。且a=南吨模型(4 1．1)(或(4 1．2))

眵每一个解要么趋于(南、一尚)，要么趋于(南．南)(或三平衡点(南．南)、
(向，一向)和(一向，南)之一)．特别的，我们对Ⅳ，声和垂获得_『：在临界情
形o 2 T与下，当中∈％时，保证模型解(z+(tz)，Ⅳ。(rz))趋于两平衡点之～(或三

平衡点之一)的充要条件．至于情形。墨一r岛可进行类似讨论，限于篇幅，在此
只给出结论，不进行证明．

4．2 具负反馈二元离散神经网络模型的渐近性与全局指数稳定性

这一节，我们首先引入如下一些记号．

对给定的K∈Ⅳ(1)．让SN为一非正整数集合{t。}，∈，v(0】f)满足1 s 1≤

K+1，no。o、啦=～Ⅳ一1，且对所有的J∈N(I．f)有吩<，o一1+又对给定的

s∈SK，让s=hi(．gb∈N(o，f(，))，且设

f+(s)一1 f一㈨

孵2 U N(rt2k+l(s)+】．毗女(一))及Nf=U．Ⅳ(啦k(一)+lm舭1(。))
々=O ^=l

这里，当f(s)为奇数，f士(s)=坐字；当f(一)为偶数，f土(s)：掣．结合。再定义
一个数列{。，7(s))，∈Ⅳ(1，f(。)+1)如下：

禹。塞1(_l朋一小，，若。
{=l(s)，f(s)+1．

一

若栌帆半南
||^



显然，对任意一个s∈SK，在i∈N(1．!(s)+1)上存在五(81，满足

易+I(一)=．0(一)+(一1)’_!曼百声～～(“，对所有J∈Ⅳ(1，2(。))

及

tk+1(s)<J2k—i(s)， 对一切k∈N(1，I一(s))．

为简便起见，将Jl(s)记作L，(s)，即

∞卜(_1)f【一1南∥，一禹。塞1㈠邪1㈤
对给定的口∈R与s∈SⅣ，让

n=磊麦，U鞋。．
’

式中
．

祛s={妒； 二：二三三{二’二二：‘：’耋二『i+一切z∈Ⅳ≯’{

危。={妒：二：二Ij：、：’三二‘?!羹『【。一切i∈Ⅳ。}元i。2 i妒： 又妒。i，>。对一切i。Ⅳf． }
容易看出U危‰=诱，其中矗毒与蠢孑的含义见5 4．1．

设凰=秘U露．则死=U矗。．对给定的妒∈面，必存在一个。∈S^

使得妒∈袁。．这个s足唯一的，记为一(妒)

z(妒)=f(s(妒))，f士(妒)=f士(s(妒))，7zJ(妒)=～(s(妒))，，=0，1，． ，f(妒)，

接下来，我们给出～个引理，该引理对主要定理的证明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引理4．2l设(z(n)，Ⅳ㈤)为模型(41，1)和(4．1．3)具有初值圣：(妒，妒)∈戈。

l∥n-Ix"-1(讪(o)卢¨1．‘(妒))一(一1)J南．
可(n)={ 若n—K一1∈J|v(’o(妒)，70．1(妒))．J∈Ⅳ(1，f(妒))．

I[．Jn-K—I⋯o)∥^’T1一“妒)+南一”一∥声一if(娟)))，若峨Ⅳ(耳+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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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p”一N一1(砂(o)pⅣ+1 4-也(咿))+(～1)’南．
掣(礼)={ 若tl—K一1∈』V(礼7(妒)，t。j-1(妒)，J∈Ⅳ(1，f(妒))， (4·2 2)

I卢”一Ⅳ一1(咖(o)卢K+1+J(妒))一f与，若，t∈Ⅳ(K+2)’

f卢”凡一1(妒(())一K+1+。乃(妒))+(一1)’i匀，

∞扣k⋯。蒜羔：淤磐斟端瓣⋯⋯l胪^‘1(妒(o)上i¨1+。附)_南+ 三卢1m(训·若吒Ⅳ(K+2)一

I fj”一N 1(妒((】)∥K+1一易(母))一(一1)’i岛，

，r(7^)={ 若”一K一1∈Ⅳ(¨，(咖)，”，一J(妒))，J∈Ⅳ(1，f(妒))， (4 2 4)

I声“一K-J【妒(【】)∥“+’一。，(妒))+南，若7I∈N(K+2)．

证明： 只证情形(i)，情形(ti)类似可证．设妒∈五手，即妒∈五麦咖)目．

5妒“，>口·对所有i∈Ⅳj∞2 j：藩1Ⅳp吐^_+“妒，+1_M2“妒”’ 。。。。，

【妒(i)s叽对所有2∈K纠2型lⅣ(％2k(妒)+1‘“2k一1‘妒))’

巾_1)：(咖耕t㈤+K+1)一南)∥““纠“_1+南，

∞扣(肌(卅K+1)十南)∥“㈣“一一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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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向，当礼一K一1∈—Ⅳ(7q(妒)，7幻一l(妒))．j∈N(1、l(妒))时

州=(她(卅K圳+(-1)一南)∥州纠州-_一(叫-南．(42 6)

让n—K～1="nj一1(妒)，贝0有

咖¨(妒)+K+1)=(咖如)+耳+1)+(-1)’南)胪“们-f州纠一(叫，南，
上式又可重写为

(g(～一l(妒)+K+1)+(一1)川‘南∥”1‘#’

=(咖如)+耳+1)+(叫’南)p睁)+2(_1)r1南∥，川“

(Ⅳ(nj㈩+Ⅳ+1)+(叫，南)矿“纠=蜥， (42 7)

则有

协一I～，+2(-i)川南矿，1(妒)．

由此可得

㈨=(∞J{(“卅Ⅸ+1)十(．1)f㈩南)胪m㈨
2(3：，(o)+(。)“们南)∥1
=妒(())声K+’一Jf【纠(妒)．

㈨一l 2州卢州一岫(妒)+2(一1)№H南胪㈦一心
=中(O)∥K+1一。五(p)一i(妒)．

一般说来，易得下面的递推关系

yJ=妒(())卢K+‘一．‘(妒)

对所有的J∈N(1：f(妒))都成立．将(4 2．7)与(4．2．8)代入(4 2．6)中

Ⅳ(，tJ(p)，，0—1(妒))，J∈N(1，f(妒))时，

Ⅳ(，t)=(帅)卢¨1 t，J(妒))胪¨一(一1)’南
特别的，有

g(K+1)=则)卢州。(妒)+南
．49．

(4 2．8)

得至|J当，L—K一1 6

(4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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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卢” n-11)fl
。I卢一7—1，cz cj一，r，，1／Ⅳ(n)=∥ 卢1—1，(z(j一Ⅳ))I
-

=∥～I n--Iy(K
。B-O K)f(1 zu圳)1／=∥“～ z(7一K))1
P

=矿“。(嫦¨L地，+两P一¨-薹K-I∥m㈤，)，㈤z㈦
于是(4 2．1)得证．下面来证明式(4 2．2)．利用与前面一个类似的推导，易证当

n—K一1∈N(n y(妒)70一l(妒))，J∈N(1．f(妒))时，

掣(?。)=[{,t-K-t(砂((1)F凡+‘+。‘(妒))+(一1)J丁二P巧．

另一方面注意到由妒∈Ri有咿(())≤口还注意到一2芒日，对式(4．1 1)从0至lJ

71,一K一1求和，当n∈N(K+1)时，可得

因而

z(n—K)=胪N(妒(o)+∑[j-j-1m(．j—K)))
j=o

≤∥K(口+P∑／J j-i)
j=o

=∥(一+南矿’∽一南)

于是，对n∈N(K+2)有

?!，【?归(舭+1)+去l-r协／”l一哪P=[，n K-I(州舻㈨川一南
证毕．

本节最后我们给出主要定理及证明．

定理4．2 1若。>尚且由∈贾。．则当，。_。。时，模型(4 1 1)和(4 1：j

的解(r。(，t)Ⅳ‰))。(尚，一尚)
证明．考虑以下四种可能情形：(a)垂∈贾≯’：(1，)垂∈戈：

(c1)母∈贾彳’|．只须对情形(a)加以验证．其他情形类似讨论．设

(C)m∈Xd’+：

圣=(妒，妒)．及



c1=妒(o)p州+。，(妒)一南．和C．2=妒(o)卢N+1．㈣+南，则由引理(4
2T1)·当

?。∈N(K+2)时，可看出若西∈支亨一、有

可得

：Fm)=p”一

g(n)=p“一

¨(G。+”岂‘卢’m(J)))

K～1(函一

。㈤<扩州㈦十“-#K 1#-0P ：／3一¨(e，一向)+南z(，‘)墨p”一“一1(Gl十 ∑ =一“叫(G1一向)+T句

m1<旷川(Q十p”营1∥一’)=舻川(C2一南)+南材O‘)s芦"一凡一1((是十p E∥一’)=∥”一一‘ 一向J十向

(4．2．12)

因为。>南．刚存在一个充分大的正整数tn>o、使得

㈣墨帅咖m (42·㈣

因而，当"∈Ⅳ(m+K+1)时，由(4．1．2)．(42．12)和(42·13)有

与

j：(，0=妒“’(Gf、

：∥t一Ⅳ一1(Cl

y(n)=矿’“、 ，m(，))十弼D p“⋯)一南

从而警芸：糍斗∞≤型+及垂吡㈤瓯则当。。删，模型
㈨．1纛。焉14,3；名￡』：。i熹嚣三i篓，!喜{『{4或≮翥?三)，jc罢：一霉薯⋯1和(4)的解(』+(，。)¨+【n)J。l南，一南Jj或L向’向，+“州1
(。m(，。)，Ⅳm(，。))一f芒j，一T与)的充要条件是下列情形之一成立：

(A)西∈露’+；

f(：1小∈贾≯’。及妒(())p“+’>t，(妒)：

(D1 心∈耍：’及中(【】)∥“‘1≤．，(妒)，且

【P(o炉+l+．107,)曼丁‰矿-' (4 2 14)

其中，，∈N(O，'ItI(妒)+Ⅳ)且满足

l(】卧万玎丽而笔-r-币厕一gtk“城。矿丽丽F。fi K—-I—．S'2^-丽
。 2p

“’gt。丁r二1可可i可可_=二面=五：T厕一1∑“、“’8“(1一∥)[。p(o)一 l妒)j

一50-

蒙∑州

，●●●●●，、，，●L

一∥p=十

∥

一掣一≯

，p

一1

+

一

n

"

㈨

∞

叫

1

8

廿

一∑_亘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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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N(1，l一(妒))是使得下式

止^，+1(妒)<币(o)∥Ⅳ+1茎如女．一l(妒) (4 2 15)

成立的唯一正整数；另一方面，【矿(n)，Y+(，t))。(芒i，r与)的充要条件足下列情
形之一成立：

(E) 垂∈x孑1一及妒(o)口K+1>。，(砂)；

(F)虫∈贾孑，+及妒(o)卢Ⅳ+1 5 J(妒)，且

州咖“’。l+．，(妒)>禹∥2， (4 2．16)

其中矿与k+的意义如(D)所述．

证明： 下面，我们分几种可能情形来证明定理．

情形(i)垂∈贾彳，一

由(4．2．2)与(4．2 4)可看出，若，a∈N(K+2)．则有

f z(，。)=／jn-K-1(妒(o)p“+l一．，(妒))+i乌

【Ⅳ(n)=扩Ⅳ～1(妒(o)卢心+。№))一南

不难推出：当，一-+x时，(一(，。)．Ⅳ⋯))一÷(南，一尚)
情形(ii)(I)∈戈彳·+

设q=妒(o)卢Ⅳ+1+．，(妒)一T与及(乃=妒(o)∥Ⅳ十1+．，(妒)．则若n∈N(K+2)

由(4．2 2)与(4．2．3)可看出

设m>0为一充分大的整数，使得

y(n)<Ⅱ． 对"∈N(m)

则当n∈N(m+K十2)时，得到

In l n K一1

+∑，?一’m(j))+p∑卢一，)
，2】 Ft¨

+善∥1他㈤)一南∥“”)+南
因此，当tz一÷m时，(z(n)，Ⅳ(，。))_÷(南，一尚)

情形(iii)．m∈支≯1～

．51．．

，Ⅳ，口

一∑脚矛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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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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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C=妒(o)卢凡+1一J(Lp)+T与贝4由(4，2．1)及(4．2 4)．当，。∈N(K+2)时，有

若妒(o)矽“+1茎J(妒)．有

1(妒(o)∥”+1一L，(妒”+T刍
n一Ⅳ一1

1(G一 ∑p一’，(z(』)))．
J=l

z(，^)≤两p=正当n∈Ⅳ(K+2)
因此，对n∈N(2K+3)有

y(n1=∥一K一‘((!

=∥一K 1fC

∑』j～。八蝴)一P∑∥)
，=l J=Ⅳ+2

r争,-f-i¨忙㈤)+南矿卜币D
于是，当v。。。。时，(．r《，一)．Ⅳ(”))-÷(T％．一南)．

若妒(o)p“t1>‘，(妒)，则由与前面类似的推导，易证当¨_OC，(z(?^)，Ⅳ(，。))一

(向，南)．
情形(iv) 中∈贾≯，+且咖I(】)卢H+’>。，(妒)

首先，我们证明在这种情形下，必存在一一个正整数tn>(】、使得

．￡(?})≤玎， 对％∈Ⅳ(7 7^) (4．2 17)

不然，取一正整数序列(?Itj}jEN满足：ⅢJ一÷。。，对一切j∈N，mj>0及：r(Ⅲ，)>d

对给定的n∈N，取7。∈N(O，m，一1)对某个i∈N对式(4 1．1)从ta到m：一1求

和，得

由(4．2．1)，当n∈N(K+2)时

y(n)≥∥一“一1(妒(0)卢’、7

=卢”一K 1(咖((】)疗H1

>t巧。“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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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当，￡∈N(2K+3)时，

K+1

酬=[2}n-Ix-1(妒(o)p州“(妒)一南+∑∥一’m(，))+尚∥一‘)一r与
‘

J=1
’ ‘

由此推知n_oo时，有z(n)_+～r岛．此与(4 2．18)矛盾．由此证明(4．2．17)成立

于是，对n∈N(m十K+2)，可导出

I：r(n)=p“一Ⅳ一1(妒(o)声Ⅳ+1+。，(妒)一i兰百+∑3--’，(Ⅳ(，)))，
{ ，。写‘

【州=胪nⅦ(0)』：j¨L m)+南一暑∥m(川)+尚∥+1)一-HJL_

利用与情形(ii)类似的推导，容易证明：当n—OG时，有(z(”)，Ⅳ(n))。(尚．一尚)
情形(v)． 母∈支孑’+且妒(())pK+1≤．，(妒)

显然，易看出”(o)=妒(())>卫1-d．另外，由(4 2．1)容易知道

Ⅳ(K)=卢一1∞∥”。(妒)1+上1-／?≤南，
”(，t1(妒)+Ⅳ+1)=川曲忡)p㈣一J(妒)]十南≤禹．

让m∈NO，711(妒)+K+1)．使得

则

咖)≤而p， 且

Ⅳ(n)>南．对一切蜒N(0，m一1)· (4 2．19)

v(n)=矿(Ⅳ㈩∥“一∑∥J’(r(J—K)))
，="。

，I一1

≤卢“(南矿+／，∑∥’)
=南．若蜒Ⅳ(m+1) (422(1)

显然，m—K一1∈Ⅳ(一K、m(垆))，于是必存在唯一的J+∈Ⅳ(2，f(妒))使得⋯一K一1

∈Ⅳ(70，(妒)一7·一l(妒))．由(4．2．1)可得

g(，n)=』_jrn-K-1(妒(o)矿“一^-(妒))一(一11’’南≤南， (4 2．21)

g(rn—1)=∥*2(删胪1一山-(妒))一(一1)’’南>两P·
．5a．



几类二元神经阿络模型的动力学性质研究

从而，j+必为偶数，不妨设J。=2k，则≈∈Ⅳ(1，t一((P))，且

尚wl、m-K-2<州卢N+I--,训≤禹(扩“1(4,2．22，
注意到7妇^(妒)=nj·(妒)5 7n—K一2<仃I—K—I≤n,j-一】(妒)=n2≈一j(妒)，可得

两2p(扩“⋯<州∥山如，s两2p(扩““⋯
或写成等价式

如k+1(妒)<妒(0)p^。+1≤也^一I(妒)

由于，对^：∈N(1，f一(妒))，．，2¨l(妒)足单调减少的．因而k=b+，且k+满足(4．2．15)

于是，由(4．2．21)有

¨鼬坠剑业≮壁型一l 9H<l【)g。坠剑型≮竺地
1 ￡P 3 0n

令m一1=n+．则7／,+∈N(O，n】(妒)+K)，因此，(4 2 19)与(4 2．20)变为

Ⅳ(”)s r兰丽．若，t∈Ⅳ(，t++1)．，
从而，当n∈N(n++K+21时得到

z∽)=∥。(删扩1删卅尚∥)+南
利用与情形(iii)一个类似的推导，易证明当n_+。。时，由(4．2．14)可推知

(，(叫、∥(n))-÷(，一T％)，由(42t6)可得(z(，。)．9(，；))_÷(T岛，T纬)基于上述讨
论，不难得到余下部分的证明，因而省去．

定理4．2．2 设∥=一i刍及圣=(妒，妒)∈霸．则当，^_÷。c时，模型

(4^1)和(41 3)的解(z+(n)、矿(tz))_÷(～南，南)，或(一向，一南)．进一步有
(。4(，。)．Ⅳ。(，t))_÷(～T％、南)的充要条件是下列情形之一成立：

(A)’西∈贾}，士；

(B)‘ 母∈x彳’+及f妒(o)l∥Ⅳ+2<．，(妒)：

(c)：毋∈x；一及I妒(o)l卢^+1≥J(妒)，

(D)’由∈Xi’及1妒(0)1p^+‘<J(妒)、且

f妒(o)1p“+1+J(妒)<丁兰‰∥一”’，

其中，，∈N[O，'／I．I(妒)-t-K)且满足

l。sa iii二ii『Iili及石『ij!ji=嘶一1墨n+<1us—ri：：i巧日iI石Tri!；=碥、
一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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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A+∈N(1：f一妇))是使得下式

成立的唯一正整数；另一方面，(z+(n)，Y。(n))。(一芒i，一T与)的充要条件是下
列情形之一成立：

(E)’ m∈完；’+及l妒(o)l卢Ⅳ+1≥J(中)：

(F)’ Ⅲ∈．)(了’一及1妒(())}∥Ⅳ+1<，，(妒)．且

愀。邶¨1“(币)≥禹∥‘，
其中r。+与≈+的意义如(D’)所述．

证明：略．

下面我们考察解的全局指数稳定性．由上面的讨论可知

当laI>T乌时，(4．1 1)有唯一平衡点(z+，g+)，

∽∥，=憔JZ_搿’莩甚
作变换

J¨(n)=_(rL)一z’．

1，巾。)=y(n)一Ⅳ+，

将(4 J．1)变成

I“(n+1)=∥“(?。)一g(u(，L—K))，

I"(，。十1)=∥u(?^)+^("(7。一K))．

其中，函数g与h分别为

∥)。4一P，若∈5口一Y’

∥)_++P，若f>O-一Ⅳ+

nce，=一e·一卢，，+一，cz4+e，=-(1-3)u*-p,萋

(4．2．23)

(4 2 24)

显然，(4．I．1)的平衡点(：r+：Ⅳ+)转化为(4．2．23)的平衡点(0、o)

设zⅦ∈Z．令x”。表示Ⅳ(，Io—K、啪】上定义的二维向量函数(妒(哪．妒(，t))的集

合，其上定义上确界范数㈩|．则xm，成为线性空间．对妒o∈Xm，让(z妒o，”∥“)

1

l，●●●，、●【

||∈+
十

Ⅳ，一
^

Z∥一l=fg

及以



几类二元神经网络模型的动力学性质研究

表示(4，l 1)的具有初值西mk(妒”。，妒o)的解．令皿“o=(妒7m一。+．∥t，一口+)则且
(4．2．24)的具有初值的解为

对H>0．定义

B穿=西“o∈x“o：ll面“oIl= sup lI垂“o(札)IlR2 s日，
TlO—K≤nSttO

其中Euclid空间砰中的范数取为№r，y)ll群=⋯+叭(z，Y)∈R2．

定义4．2 1如果存在c，+>o，使对任给矿>0，存在K+(卢+)>()，使当

屯m，∈B：o时，对一切vt≥，钿都有

lu+“。(，。)l 4-lu”。’(，t)|S K+II母“。lIpo(TL--’10)，

则称(4．2．24)的零解为全局指数渐近稳定．

显见，变换(4．2．23)将(4．1 1)和(4，1．3)的平衡解(。4．Ⅳ’)的全局指数稳定性转

化为(4．2 24)的零解的全局指数稳定性

下面的定理表明，当一>笮i时， (4．1 1)的平衡解是全局指数渐近稳定的．

定理4 2 3．设口>i刍、对V卢+>()让

当

当

m(似)|+It，(礼)I = 【|u(r}4+K)I+Iv(n‘+K)』]卢”++K吖Ⅲ

S K+ll田“”j{一”““’．

对一切7。∈N(no)都成立

证明：当口>i刍时，(4 2 24)中的g，^分别为

账，2仫01篡：：妻：
以及

昧，=似笺：：妻：
对m}∈n．Ⅲm，∈X，m．简记(¨妒”．T，妒o)=(m")将(4．2 24)从r。o到tL一1积分，得

f u(n)=∥“-。(，Ⅶ)肛一7m一∑Ju：-。n。一1∥一。一nu一1Ⅳ(”(，t一Ⅳ一J))j．

I”(犯)=矿№吣)，j⋯+∑；≯一1p一Ⅲl一1^(“m—K一删，

尚+
l

1

．

，●●●，、●I

』I
^

K

0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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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n≥珈，有

{豢；三：裟善：：，十禹。。一∥，， ca2。e，
【嘶)≤”(礼0)矿1。)+尚(1一旷“。) 一～。

㈣巢渊竺=未麓『：1掣i曩 他。硎
I it，(，t)l≤m(t加)lc一【，。“”’十芒去(一卢“一“o)

注意到¨(r。o)，v(no)=妒。(7‘o)，有l“(no)I+lu(?吣)I=J J妒。(啪)l J月z S}I皿mII．所以，由

(4·2·26)可得
，

㈡“K lI妒“lI够”。’“1、 (42．28)
I t，(，t)曼Il毋”“lI∥7””o+T鸶．

而(4 2 27)给出

阻m)l+1吣圳剑咿忡禹[(≯1”_11胪m． (42+29)

现令

，t+书’+log J糕．豢糖；：害
由(4．2．28)

(4 2 30)

设∥+>0，母“o∈联7．以下分两种情形来讨论．

情形I．设p’≤一一T与．

这时忡⋯’11≤p+≤一一尚、故，t+=nO，从而(4．2．30)对n≥，Ⅵ成立．再注意
到当㈨J—r蔓7^冬r如时， f，ff(V^)l+lu(“)1：IIⅢ’”(，。)11，弘≤|J皿”c，II兰口一—]-L／3因此

(4．2．30)对一切"≥’。o—K成立，所以，当，z≥，。(1时。有

雠羔高篇
这样就容易证明

1¨(7^)1+1"(，I)I S||TW”“||肛“叫“。， 7t≥TⅦ

。情形II．设卢+>一一尚

矿n列是于与一盯

弘

弘

9

向南

㈨

一

+

，一

口

盯

矿

<一<一

Ⅲ

n

n

旷

州以且，i

∞<n毗知尚>口由

则得

n

；；

2

2

4

4



取K+=l+尚‘再苦一矿器两．显见K‘>1．为完成定理证明，我们须
证

It工(n)l+l勘(n)l≤K+llm“oIl矿一加， 扎≥nO， (4．2．33)

事实上，若0屯“。||≤O-一T与，则由情形I的证明可知(4．2．31)及(4．2．32)成立．故
此时(4．2．33)成立．

下设11皿“jj>口一向·令矿=n0+log；磐等．则"。s n≤n++K时，由

(4．2，20)，我们有

协)f+№)f≤脾”。¨禹(卢巾wm)一1)炒咄
=吲州I+蘸岛‘i1磊刚卜禹矽1
=州妒叫+赢禹‘忐渺肋旷～
一【蒜与㈣⋯(南一器炒～．

注意到皿“。∈口；。寺||皿“。|f≤矿，得

⋯⋯删驯州¨+赢‰‘再1一斋与秒1
=K+0皿幻II芦”一”。， 当noS nS扎++K． f4．2．34)

现设n>矿+K．由于(4．2．30)对n≥n·成立，因此，

{。u。(。n，)：=。u。(竹n．*十+ⅣK，)卢,6。n一-。n+'一-ⅣK．,
又由(4．2．34)，有

f“(矿+K)}+I"(矿+K)f≤K+I|皿80||矿’+Ⅳ一”．

从而，当1"t>∥+K时．

<

【Iu(n‘+K)l+I勘(n++K。)I】卢矿十耳～“o

K+0皿”||矿“。， f4．2．as)

结合(4．2．34)(4．2．35)两式，完成了定理的证明．

【注4．2．11由定理4．2．3易知(4．1．1)和(4．L．3)的平衡解为全局指数渐近稳定的．

f．洼4．2．2】对情形p<一芒目)类似可证(4．1．!)和(4．1．3)的平衡解亦为全局指
数渐近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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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具正反馈二元离散神经网络模型的渐近性

本节，我们研究模型(4．1 2)．先给出下面一些记号：

对已知的K∈Ⅳ(2)．让乳表示一个非正整数序列{啊)j：¨满足f∈N(2，K)

m产0．啪=一K．且对J∈N(1，f)有，o<¨H．又对给定的s=扣J(s)巧：o∈卧
设

一一1 7-

W=UⅣ(毗女+l，Tt2R一1)，町=U N(n2k，?l趴_l一1)，

其中，当f为奇数f±：(f土J．)／2：当f为偶数2±=f／2令‰=五j u五i(五。，袁亭．露

的含义同§4．2)．对任意妒∈矗。、必存在唯一的s(妒)∈St(使得

妒(t)>Ⅳ若z∈Ⅳ矗。1。 妒(i)≤口若 i∈Ⅳip) 若妒∈五≥

妒(。)曼口若i∈吣p)， 妒(i)>口若 i∈Ⅳ。ip)、 若妒∈rG

没。(妒)：协，(妒)Ⅲ“、并定义一个关于妒的数列(。弓(妒))磐+1如下：．,140

JAy)=

(_1)“纠若j∥“一

(一1)’南／jK一

禹“萎叫～，m cr

若J=0，1，2，⋯，f(妒)一l

若J=f(妒)，f(咿)+1

显然，对每一个妒∈面、在y∈N(0．z(妒)+1)上．，，(妒)存在，当J∈N(O，f(妒))，满足

且当k∈N(0，{(妒))时

．乃+l(妒)=．‘(妒)+(一1)，而2p∥u(p

．凡^(妒)<．，2k+2(咿)

为方便起见，将^(妒)记作J(妒)，即有

以萨十1)2㈤南舻耳2p“秘州∥。(，
引理4 3．1 设一≥T刍．若(∞(，t)Ⅳ(，。))是模型(4 1 2)和(4 1 3)具有初值

西=(妒，妒)∈膏。的解．则下述命题成立：

(i)若妒∈矗嘉贝4当n—K∈．Ⅳ(?l，(妒)一l，?^J_一1)．J∈N(1、l(妒))时，有

Ⅳ(，z)=矿洲№(一1)∥“+山(妒))]+(一1)’南
当7^∈N(K)时，有

．．59．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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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㈨叫⋯卜∥圳小南+n驴--K‰嘶，，]；
(ii)若妒∈五i则对”一K∈N(nj(妒)一1，，o】(妒)一1)．J∈N(1，l(妒))有

Ⅳ(，。)=胪州№(一1)卢”一gAv)]一(一1)’南．
当％∈Ⅳ(Ⅳ)时，有

Ⅳ(，。)=矿¨眇(一1)∥“一J(妒)]+南；
(iii)若妒∈真j，贝4当，。一K∈Ⅳ(，o(妒)一l、”，一1(咖)一1)，j∈N(1．f(妒))时，有

m㈤=胪州[妒(一1)flN+．如(咖)]+(一1)’南，
且对n∈N(K)有

∞扣∥⋯1卜∥、川㈨，一南学1∽砌))]；
(iv)若妒∈壳孑，则对¨一K∈Ⅳ(。，(妒)一1,nj_l(妒)一1)，J∈N(t．f(妒))有

珈)=∥川[妒(一1)卢“．乃(妒)卜(一1)’南、

。(tt)=旷Ⅳ+1 p(一1)f4凡．w)]+南．
证明：我们只证{i)和(ij)．(iii)与(iv)的证明类似．设妒∈诱．即

∞)>一若i∈心：

妒(i)S口，若i∈N，(训

这里s(妒)={t。(妒))矧满足

7^【)(妒)>，tl(妒)>·’>hi(p)一l(妒)>nt(p)(妒)=一耳

f4．31)

由(4 1．2)，(4 1．3)及(4．3 1)知当t^一K∈Ⅳ(扎2k+I(妒)，T 6蚋(妒)一1)．七∈N(O．f+(妒)一1)

时，有

Ⅳ(n)=声”(Tl一1)一P

一60-

一

”

∞

一

批

㈨

m

一

㈨

懒

雏

∽

0

儿

Ⅳ

⋯

_

，

Ⅳ㈨旦∥㈦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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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当n—K∈Ⅳ(?lA(妒)，772^-i(妒)一1)，k∈N(1、l-(妒))时，又有

y(n)=卢口(vt一1)+P

巾lt)=n2k+l(妒)+K-I)+南pn--n2A．+l[P)-N+I一南，
当?z—K∈N(n2k(妒)一1，7^2々一1(妒)一1)时，也得

∞忙卜。咖，+K_1)～南p““纠u^，“+南．
即当，^一K∈，Ⅳ(70(妒)一1，Y^J—l(妒)一1)，J∈』v(1 f(妒J)时，有

州=h(妒)+K-I)十妒南p“加卜n㈠卅南．(4蛆)
特别有

巾。帅)+K-1)=融如)+K-L)_(刮南卜州办～㈦仆州南．
也可重写为

没

则

因此

[”(nj㈩+Ⅳ叫_(_1)J南卜

其中r-为常数显然

珊一(一1)。一两2p矿卟】(9

珊=乃(妒)+c

f=们(p)一t乃c≯)(妒)

=卜帅如)+K-1)+1)f㈦南㈠Ⅵ“纠十(_∥㈤南∥“
=卜-)．(删纠南P+(一1)f㈦南声“
= 妒(一1)pⅣ，

一61．

(4．3．31

禹

们

卜矧卦
r

∽

．Ⅲ一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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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聊=妒(一1)岛“+乃(妒) (4．3 4)

将(4．3．3)及(4 3．4)代入(4．3．2)．得若7PK∈N00(々o)一1，’¨一l(妒)一1)．j∈N(1．i(妒))．

有

掣(札)=声“～“+1[妒(一1)∥Ⅳ+。，J(妒)]+(一1)’i—竺i． (4．3．5)
1一lJ

上式中若n=K～1，则J=1，且若，l∈Ⅳ(K)，有

掣(K一1)=妒(一1)∥“+．，(妒)一_—巴i
l一盯

对{4．1 2)从K到n求和得

”c，t，=口”l cK一·，p一，、+l+妻a一，，czt，一K，，]
=一”一Ⅳ+1[y(K-1)+塞∥一(，一Ⅳ)_1，tzt，一，r，，]
刮州川卜∥圳旷南营一Ⅵ比，)]

于是命题(i)证毕．下证命题(n若妒∈而，利用与命题(i)类似论证，当t-一K∈

N(nj(cp)～1，nj一1(妒)一1)，j∈N(1，2(妒))时，我们能够证明

”(竹)=芦”一N+1(妒(一1)卢凡一山(妒)]一(一1)’丁11，
1一U

特别有

州f一1)=啦(一1)卢H—L，(妒)+南．
注意至0妒∈五；，即有妒(一1)sⅡ．又口2 r岛于足当¨∈Ⅳ(K)时，有

z ct。一K，=∥”“[妒c一-，+’薹卢一。，c“cj—K，，]
茎p““(一+一’蓦p一7-1)
=∥N(一一南+南∥“)

因此

y(n)=／’y(n—1)+P，若n∈N(K)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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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对¨∈N(K)有

命题(ii)证毕

下面我们给出本节主要结果与证明．

定理4．3 1 若一>尚．且圣∈X。则当n_÷。。时，模型(4．1 2)和(4 1 3)

的解(z+(m)Ⅳ+(，z))_(T岛，i刍)
证明 我们考虑四种可能情形： (a)if,∈贾≯+；(b)中∈露’：(c：)

圣∈x彳’+；(d)西∈xi’．只证情形(a)．其他情形类似．设西=(妒，妒)∈x≯⋯．再设

e1=lP【一1)一“+，，(妒)一T刍．C2=巾(一1)pN+．，(妒)一T刍．则当，一∈N(K)时，结合

引理4．3．1的(i)和(iii)我们有，

，(哟，)]
由此可推出

咖⋯⋯‘(¨营一1)=r(”l P／，)fln-K+t+两P

巾雌∥“+‘(⋯’争一1)=(Q一南)∥“q南
并注意到o<∥<1与芒日<tO"．没rn为一充分大的正整数，使得

x(n)<盯． y(n)<盯， 若7l∈Ⅳ(7n)，

ⅢJ当，一∈Ⅳ(”一+K)时，有

r m l 1

巾。刮“～nI Cj十瑚fl-’-If(y(j))-两P∥”小两P

巾归∥’聃1卜+m善-i∥’㈦川一南∥“J+可Plit--
I

1

I

显然，当tt-÷。。时，有(“tt)．"(Vt))斗(南．i与)证毕．

南南
¨

十

K

纠

n

J卜一南咿
一

卜¨陟

一

¨

K

K
．Ⅲ．矿

=

11

一∥尝伽+G∥

矿葚脚
十Q+“一妒



定理4．3．2 设口=芒F，并设圣=(峨妒)∈戈。．则模型(4．1 2)和(4．1．3)的

解(z。(n)．沪(tz))

(A)若币∈靠’．当，t。。(_．有(w4(，一)Ⅳ。(tz))_÷(南，南)：
(B) 若中∈xi⋯，当¨_÷o。时，若母(～1)f{片>。，(妒)，有(一(tt)．9。Iv。))-}

(～尚，南)，若妒(一1)／3K≤Jb)、有(z+(，t)，矿(，t))斗(南：南)；
(G) 若西E x≯’，当?l-÷o。时，若妒(一1)fl凡>，(妒)，有(。由(?1)、可中(?6))-÷

(禹·～-3)，若妒(一1)胪s．嘶)．有(z。(”)、沪(”))_(南．南)：
(D)若壬∈霜⋯，当“-÷。c，有下述命题成立；

(a)(一(，“)，沪(，t))斗(一向，南)、若

t／4-1)flⅣ+．，【妒)>丁!％fj⋯t， (4 3 6)

其中，，^l∈|Ⅳ(№≈。+t(妒)+K)为非负整数，使得

． 2”¨孙F习汛再百-巧t"鬲瓦厕一1
如，<1c，g。矿丽丽二可可2p可瓦i丽

此处‘I‘Ⅳ(o，2。(妒)一1)母最小非负警数，满足一,]2kl+2(妒)<妒(vi)fl“
(b)(z+(，t)，”。(，。))-(尚一南)若

妒(-1)∥““(妒)>禹矿2，
其中m2∈N(n2b+J(妒)+K)为·非负整数，使得

log．
2p

矿刁丽辱百而砑瓦磊丽

蛳。<1c，gt，矿丽阿可可2p了骊，
这里^t2∈N(0．f+(妒)一1)足最小非负整数，满足一．，2也+2(妒)<妒(一1)∥“：

(c：)(一(，t)-矿(n))斗(向，南)．若

妒(一1)序Ⅳ十一№)5两2p胪2．妒(一1)卢7、+㈨≤两2p∥t，
这里ml和'HI,2的含义分别同于(4．3 7)和(4 3．8)

证明： 我们分几种可能情形讨沦：

(A)币∈妊7．由引理4．2．1的(ii)和(iv)可看出，对?。∈Ⅳ(K)，有

卜(，一)=胪¨1眵(一】扩一J(妒)】+南，
【9(¨)=，i”一“+1[咖(～1)flⅣ一．，(妒)]+T岛．

(4 3 7)

(4 3 8)

(4．3 9)

(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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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当，z-÷。。，有扣(，。)．口(州)一(尚．焉)．
(B)圣∈贾彳⋯．由引理4．2．1的(ii)和(m)，对，t∈Ⅳ(K)，可得

f：l：(7})=_8“一Ⅳ+1[妒(一1)∥凡+．，(妒)一普百十∑Jn：-。!q p—J一1，(Ⅳ(』))]
【Ⅳ【7})=序”一“+1№(一1)∥K—J(妒)】+南

若妒(一1)pK>．，(妒)，贝0对rl∈Ⅳ(K。)有

因此，当7t∈N(2K)有

。(?^)=∥Ⅳ+ 1)肛叶啪)一南+∑∥

1)芦““【驴)一南+∑卢一J
i=0

于是，当，。-÷oo．有(。(，。)．”【，。))-(一南，i岛)
若妒(一1)卢凡曼．，(妒)，则7l∈N(K)时

"H ]

1m㈤一p∑芦一1I
J=『、 J

，c咖”+桫卜南

Ⅳ(n)曼而D=一．
由此得

巾归胪㈣卜∥删卅南+妻fl-)-lf(y(j))-两P∥Ⅳ]+南
从而，当，t-。c时，(，(V一)．口(tt))-(南，南)．

(c)出∈贾孑‘一由引理4．3 I中的(t)和(㈦．对，t∈Jv(K)有

f z(n)=p”一K+1【妒(一1)∥K—J(妒)】+上l-fl，
1巾归∥“川M—i)fl“+嘶)～尚+∑筒胪_1“圳)]．

利用与(B)类似的推导，易证当，t_。。时，若妒(一1)∥Ⅳ>。，(咖)有(．c(，一)，∥(n))_

(南．一尚)．而且，若≯(一1)胪5Ⅲ)有(r(m小-))_(尚，尚)．
(D)垂E贾≯1+．首’先注意至0

可发现

2t+㈨)=f(砂)+1．若f渺)是奇数． 2t+{妒)=l(妒)、若l(妒)是偶数

21+(妒)=?(妒)+1．若f(妒)足奇数． 2l+(妒)=f(妒)若f(妒)是偶数

勘掷．1(妒)=南∥”=一∥凡<妒(一1)∥“

一

惮

：

∽

一



一易如)(妒)=南序K=口卢N<一曲(一1)一
易看出分别在(a)与(1))中定义的kI与也均存在，且kl∈N(o 1一(妒)一1)．也∈

N(o，f+(咖)一1)．再注意到

妒(一1)+卢一N如k。+1(妒)>#-A(一。k。+2(咖)十．‰。+1(妒)】：两2p矿蛳+，(纠 ，

妒(一11+／3一N‰+l(妒)>#-h-[一。k+2(妒)+。魄+1(妒)】=两2p矿蚶，(≯∽
由上式易看出：分别由(4 3．7)和(4 3．9)定义的整数，，。l与，n2均存在，且，m>

n2k。+l@)+K一1 m2>?1．2k，+I(妒)+K一1以下我们考虑几种可能情形．

情形1．妒(一1)卢K+J(母)≤考％．
显然，妒(一1)卢H S—l址-3一J(妒)=一．，0(妒)．由此可得

一如^。【妒)≥妒(一1)∥“>一．，2^。+2(妒) (4 3 11)

及一也＆(妒)≥妒(一1)序Ⅳ(^∈Ⅳ(【)，^·】))．注意至0

z(～1)=妒(一1)>a=南．
由引理4．3．1中(i)’有

z(K-1)2卅1)／j”¨(妒)_尚墨南
设％+∈N(O．K一1)满足

z(∥)≤南·z(tz)>南．若吒Ⅳ(乩∥～1)， (4 3．12)

则由(4．1．2)．当n∈Ⅳ(”‘+1)有

zm⋯”卜∥扩”+，势堋砌删)]
s∥(南∥“‘十p∑∥。’

∥

2高i一 (4：j 13)

因为n’～K∈N(-K．o)．必有唯一的J+∈N(I．f(妒))使得，t+～K∈

Ⅳ(唧·(讪)，nj-一l(妒)一1)．由引理4,3，】中(ijj)和(4．3 12)、得到

z(n’)=旷n1¨1)肛K+易·(咖)]+(一1)’’南s尚，
。(∥一1)=旷“*1)扩+t，J·(妒)j十(一∥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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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有

即

，。?≈，(妒)=t17-一l(妒)≥n’一K+1>714一K≥7‘r(妒)=7i,2k·+l(妒)

两2p
1

7、>#o(-I，flK+']2k'+J c炒禹(扩‘⋯∽

4：{141

一也k，(砂)≥妒(一1)p“>一。12k*+2(妒) (4．3 15)

比较(4．3．11)和(4．3．15)．并注意到．k(咖)关于^：是单调递增的，则有^：+=^。

从(4 3 14)可看出s}坠巡爿岩亟剑邯n*<logj竖塑学剑
由此，并结合(4 3．7)，得¨+=m【-因而有(4．3 12)与(4．3．1a)．又

z(n)>芒百．若吒Ⅳ(乩m-一1)； z(，。)s‘南，若扎∈JⅣ(m z)

于是，由引理4 3 l(iii)得

州=∥¨卜聊“¨{旷岛∥“卜南，若蚯m·十K)．(4¨6)
与情形(B)证明类似，当71,寸。c时，从(4．3 6)不难推出(z(”)．Ⅳ(v。))一÷

(一向，南)，从(4 3．io)可推出(m(n)，g(Vt))-÷(尚岛)．
情形2．妒(一1)声Ⅳ+。，(妒)曼考％．
利用与情形L的类似推导，我们能证明

g(，tp两P ，若蚯Ⅳ(乩⋯z—1)； Ⅳ(，t)茎南·若蜒Jv(，n2)
由此可推出

双州卅一¨1卜t)∥”+J渺)_禹∥]+南，若蜒mz+"
(4 3 17)

所以，当，}_÷。。时，若(4 3 8)成立

立，有(z(n)．Ⅳ(tt))-(南，南)．
有(小)，Ⅳ(叫)一(南，一尚)：若(4 3 lo)成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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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3 妒(一1)卢“+．，(√，)>罟％．且妒(一1)序凡+．，(妒)>≠乌．
’

在这一情形下有

妒(一1)pⅣ>西2p—L，(妒)=一go(c)>一也(妒)
与

卅1)∥Ⅳ>禹√(妒)=_帅)>一．12(v，)．
于是得≈1=k2=0从(4．3．7)与(4．3 9)，我们可看到

此即

l()s；生幽等剑
，％生业％掣

一1 S?“】<log

一1≤：rrl,1<log

(1一卢)【p(一1)+卢一ⅣJ(母)
2p

1)+fl-K‘，(妒)

岛(圹““≥妒(一1)fl凡刈纠>岛(扩””

2妒(一1)pⅣ“(妒)>尚(∥2“
易知?nl兰K及m2≥K．若ml=K．则

z(m1—1)2 z(K—1)_妒(-1)flⅣ+J(中)一南>南
若Ⅲi>K，则

。’(⋯l一1)=p”“

> 8”2i

(4 3．18)

“[妒c—t，卢K+，c妒，一r!≥+”“薹一1∥一，一1，c”t-，，]
凡(尚(圹K㈩D√”争¨)

D

1一目

因而，我们总有X(70*1一1)>T刍进一步知：当n∈|Ⅳ(一1，m1—2)有

。c”。-一-，=卢”¨一1 I ”1．-1，p一’，@c，一K，，]

～一』卜=

＼、●●／一∑～
一卢南

／，●●●、＼

虑>

得推而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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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z(n)>南，若，。∈Ⅳ(_1tnl～1)· (4-3 19)

f司理易让

口(n)>南，若n∈Ⅳ㈧m2—1)- m20)

下面我们考虑几种情形：

(a)假设(4．3．6)成立．则由(4．3，18)，我们有m2-K+I>77tI．于是0≤7Y11～K<

77—2—1．注意到(4 3 18)和(4．3，2())可发现

r ㈨一K ]

∞¨叫”m1卜垆^+川们一南+薹矿”_∞。”l

≤tim]-K+l(两2p(；)’nl-K+l一西P+一”争川)
。两；’

且易知对，。∈N(ml I-1)有z(n)曼T乌，从而

T(n)≤i—≮．若¨∈Ⅳ(m】) (4 3 21)

由(4 3．19)和(4．3．21)，易推出(4 3．16)于是(z㈤，Ⅳ(”))_÷(一南，T与)
(b)假设(4 3．8)成立．则如情形(a)，我们得到

p(?t)茎r刍，x．t?l∈N(m2)， (4矗22)

由此并结合(4 3．20)．可得(4 3 17)因此有(H，t)．Ⅳ【tt))_÷(芒可．一r岛)
((。)假设(4 3 10)成立，则由(4．3 18)可得ⅢI—K<Ⅲ2及Ⅲ2一K<㈣I．利用

与前面类似推导，能证明(4 3，21)与(4．3，22)成立．由(4．3．19)一(4 3，20)及(4 3 21)-

(4 3．22)．我们得到(4．3．16)一(4 3 17)因而当n_。。，(z(r。)，”(n))_(i与．r与)证
毕．

定理4．3．2’ 设口=一i刍且由=(妒，妒)∈贾，则模型(4．I 2)和(4．1．3)的

解(。-。(n)，矿(n)) 、

(A)’X't圣∈又亨一，当n_，)()，有C，4⋯)，沪∽))啊÷(一向，～南)；
(B)， 对垂∈．露亍，，当7t_。。时，若一妒(～I)卢”≥．，(妒)，有(z。(，。)．94(n))—}

(一尚，南)、若一妒(。)肛’、<附)．有∽㈤矿(V。))-(一尚、一T刍)；
(c)， 对母∈戈i一，当n。。c时，若一妒(一1)p“≥。，(妒)，有(∞。(r。)．g+(r^))_÷

(一南，南1、若一妒(一1)卢“<．№)，有(．。4(“)．Ⅳ+(“))一(一南，一南)：
(D)，对圣∈贾；，～，当，t。。c．有下述命题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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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n)，矿(n))-+(南，一南)，若

M-1)俨+№)≥禹卢一，
其中m1∈N(n21,，+1(妒)+K)为非负整数，使得

魄4百i颐丽F珂2干p万巧磊厕一11 1

<m，sl094丌乏瓜再可2了p—强厕，
此处kl∈N(O，f+(妒)一1)是最小非负整数，满足一如女。+2(妒)冬IlP(一1)IpⅣ

(b)’(≯(n)'矿(n))_+(一向，向)，若

M-1)俨+删)2禹芦一口，
其中m2∈N(n2k。+1(妒)+K)为一非负整数，使得

10印酉刁丽订j丽2p巧再瓦厕一1
≤“2<10即可=石丽

2p

1)l+13-KJ2b十1(IP)】

这里乜∈N(o，l+(妒)一1)是最小非负整数，满足一五b+2(妒)<惮(一1)旧K

(c)’(一(n)，矿(n))_+(一向，一向)，若

l妒(一1)垆+l，(1p)≤西2p卢⋯，
且

M_1)俨+形)≤禹卢一2，
这里1921和m2的含义分别同于(a’)和(b’)．

证明．略．

与上一节定理4．2．3证明类似可得

定理4．3．3．设川>T与，则(4．1．2)和(4．1．3)的平衡解为全局指数渐近稳

一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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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两类双阈值二元神经网络模型的渐近性质

5．1引 言

在本论文的最后一章我们考虑下列时滞微分系统

悟：微矧j ㈣¨，

与

巨：i：篇：寡 眠m，

其中时滞r>0为常数，．f．g：R'÷冗为下列不连续函数

小，=R羹嚣 cs．¨，

与

姒，==卜莩盛 慨¨，

众所周知，对二元神经网络模型的研究为进一步了解大系统神经网络模型奠

定了基础．因此近年来很多学者为此作了大量工作．然而，对双阈值情形的结果

却不多见，其工作也还是将系统初值限定在非振动型函数空f．-j进行解的动力学分

析因而，这一章我们打算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将我们的工作进一步扩展，着重

研究妒一O"2与妒～o--若出现有限次符号改变时解的渐近行为．即考虑方程(5．1．1)

和(5．1 2)具有这些初值垂∈寇著产=贾并u戈毒_u贾云，u盂i，其中

贾去产={中∈．x；西=(妒，妒)，妒∈6麦和砂∈亏责)，

这里

否熹={妒：卜r．o]—斗JR；妒(o)一仃，>0，和妒(t)一盯。≤【)x,f某个t∈卜r，f))}，z=l，2

及

Gi={妒[一r．0]——}R：妒(o)一盯，≤0．和妒(t)一以>0对某个f∈[一r．())}，l=1．2

至于其它情形可作类似处理，在此省略．在本章第三节，我fr]证明了若O-，>一t>1，

且圣∈贾。则模型(5．1．1)与(5 l 2)的每一个解(z。(t)．矿(t))都分别收敛于唯一一

平衡点．特别对r，o及西获得了在临界情形一，>crt=1下，保证解分别趋于两下

衡点之一的充要条件．



几娄=元神经网络模型的动力学性质研究

B．2记号与引理

本节所要用到的记号与第二章类似，为方便行文仍如下列出：

设r>0为给定常数，让s表示定义在【一。o，o]上的点序列n}L-o的集合且
满足l≤n<。。．to=()：t。=一r及0>￡j+1(其中J=0，l，2．．．”)．对给定集合

S={ic⋯．1n：o．记

c=f一“叭F={筹，。喜‘：：I若n≠1．
其中

，?士=(II,士1)／2 若t。为奇数， n+=¨／2 若，l为偶数．

设磊。=融u五(i=1，2)，则对任意咿∈邑。．必存在一(妒)=％(妒))掣∈s、使得

妒(￡)>∞对几乎一切t∈珐F)、且妒(￡)s以对所有t∈气们(若妒∈磊)，i=1、2．

妒(t)≤dt对所有t∈Jjf)，且妒(t)>O"i对几乎所有t∈7ip】(若妒∈瓦)、i=1．2

再定义如下一个R上的点序列{^(妒))驾’”：

蜘)：J(。P㈦-1e1¨警1(廿V加】，若㈣，卜一，州旷1，
【(一1)”1 e一7若i=n(妒)，n(妒)+1

显然，x寸每--叶-妒∈己，．必存在．‘(妒)(i=0，1． ，va(妒)+1)，满足

乃+l(妒)：，，(妒) 2(一1)’。。(：’，‘9’A舞， J=o，1， ，¨(妒)

另外，易知当☆=0，1，一．旷(妒)时

其中n士(妒)=(7z(妒))+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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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起见，将^(妒)记作。，(妒)．即有

m)：卜”咖)-l a—o‘警1(计V加)．轧(洲l，
I(一1∥≯)一1 e～．若n(p)=1．

与第二章类似有下面引理．

引理5．2 1 设口1>口2≥1．(z(t)，”(t))为具初值垂=(妒．妒)∈元。

【5．1．1)和(5．1：j)及(5．1 4)(或(5 1 2)和(5 1．3)及(5 1 4))的解．则

(i)当妒∈％时，有

IⅣ(f)=d-(1-z’[咖((】)P一7千．，J(妒)】千(一lp、
{ 若t，(妒)s t—T<0一l(妒)，j=1，2，·一．儿(妒)．

【v(t)=P一‘。“7’眇(())P 7千．7(妒)±1千厝一7 P’，(，(一))rf一1、若t≥r；

(ii)当妒∈p二且0"2≥1时，有

lⅣ(f)=d-(I-1-’(妒(o)e一7士乃(妒)]土(一1)’
{ 若tj(v)s t—T<tJlJ【(妒)．J=1 2，．-．?l(妒)，

I∥(t)=fr一(’一7’[妒(o)P一7土。，(妒)]千1． 若t≥T：

(ii)当妒∈(葛时，有

I F(t)=e一(‘一7’[妒(o)e一7+J7(咖)】+(一1)J．

{ 若tJ【庐)曼t—T<t卜l(咖)．f=1．2． ，’a(妒)．

I，(t)=c一‘7 7’【妒(o)c’7+．，(妒)一1+“7 r-。J(Ⅳ(一))ds]、若，兰r：

(iv)当妒∈f?=且o"1 2 1时，有

{
z(￡)=C--(‘一7’【妒(o)￡一7～南(妒)]一(一1)J，

若￡，(妒)S t—T<￡，一1(妒)．√=1．2，·一，¨(妒)． (5．2 4)

』，(￡)=f】一(’7)[妒(【))p一7一t，(母)1+l、若t≥，．

证明：与引理2．2．1完全相似，从略

5．3主要结果及证明

首先讨论当口】>O-2=1及壬∈贾。时，模型(5 1．1)与(5 1 2)的渐近行为

定理5．3．1 设口I>1=叻且中=(妒妒)∈贾㈨ 则当，-÷。。时，

系统【5 1．1)和(5．1 3)及(5．1 4)的解(J+(t)．Ⅳ+(f))_}(1．一1)或(1、1)进一步有

(。庙(t)．矿(t))_(1．一1)当且仅当下列情形之一成立：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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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垂∈x盂产；

(b)西∈x乏『_且妒(o)￡一7≤J(母)：(c)西∈箍-l中且崭器端曼百玎2e=TF．这里』。是满足日．(妒)≤妒((J)r一7与
1≤^s，t(妒)的最小正整数，其中

FJ(妒)：∑旱堕．Jr(妒)+上警，川妒)，J：1，2，一，酬(5 3 1)

另一方面(。+(t)．Ⅳ。(￡))-÷(1，1)当且仅当满,黾qvN情形之一：

(b)’垂∈贾志f且妒(o)c—r>。，(母)；

(c‘)’中∈戈老_且溃鬻笔兰等等>万者与F．其中j+的含义见(c)
证明：分下列几种情形讨论

Case 1 m∈穑一，即妒∈既及妒∈毛
由(5．2 2)和(5．2 4)，当t 2 r．有

J T(t)=C-(。7’[妒(())r～7～．，(妒)】十1，

l v(t)=(，～(7 7’[妒(())F 7+L，(妒)l一1

显然有(z(t)．9(￡))_(1，一i)(t_。c)．

Case 2．圣∈爻；0，即中∈e；3及一0∈西；、
若t≥r．由(5．2．2)及(5．2 3)得

j_(t)=“一‘’一7’[妒(o)c一7+J(曲)一1+．．『；：一7 t，／‘(∥(s))“一]．

1"(t)=f一(‘一7’}扣(())c一7+。，(妒)】一1．

让T>0充分大，使得

Ⅳ(t)<口l、对t>T．

则当t>，1十r时，可发现

。(t)=c一(。T’[妒(。)e,-1-+3(妒)～1十Z。c。，(9(t))dt+Zf～7 e5，(“(s))ds]
=e-(J=-T)[妒(。)e-T_t_j(咖)-1+．／!T e‘，(Ⅳ(t))dr,--eT]十1．

因此，(』：(￡)，v(t))_÷(1，一1)(t。。c)．

Case 3圣E。趸麦，一，即妒∈E去且妒∈爵
从(5．2 1)与(5,2．4)，可知￡≥T时

J z(t)=e一(‘一7’[妒(())_7一。，(妒)]+1，

IⅣo)=c一‘卜7’[妒(【))c 7一．，(妒)+1一“7一‘，(．r(一))d一】．

须考虑下面两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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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妒(O)e一7≤J(币)；

(B)m(0)e一>L，(中)，

对情形(A)，我们易看出

：“t)≤1．若t≥r

若t≥2r．得

Pr

Ⅳ(t)=e一(‘一7’【妒(o)e一7一J(妒)-b 1一／ef，(。(t))dt一，】+l
J0

从而，有(_(t)、Ⅳ(￡))。(1一1)(t_+∞)

对情形(B)，类似可证(』’㈤．v(t))_÷(1．1)(t_o。)

(：aw 4．tp∈毪‘。I．即妒∈既与一舴西
显见u(o)=砂(o)≥Ⅱ1．另一方面，由(5．2 1)，可得

Ⅳ(，)茎C-(卜7’[，p(o)r!一7 ．，(妒)】+1 若t≥r． (5．3 2)

于是对所有充分大的t，都有Ⅳ(f)<一l没t+为Ⅳ(￡)一口1在【0，∞)上的第一个零

点 9{0 0曼t8<。c．Ⅳ(^+)=口I．并月．

由(5 2 3)可导出

：“f)：，一(z—r)『妒(【1)，一r+J(母)一1+，”一，b(≠))出+／。一7。，，(Ⅳ(，))d。1
l ／o ·，f’ J

=e-t1．-r)融))r 7+JOg>)一2c”]+1、若t>H r． (5．∽3

现在，取^如(c)所述．观察(5．3．1)．得到

B．(，)(妒)=i：：学(一1)”(-)e—r

易知√+存在，且1≤J+≤"(妒)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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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考虑下面两种可能情形：

II)，。≠1．即

巧。(妒)≤咖(o)c一7<日(妒)

特别有

螂扩7<日㈤=半^(妒)+T1--O"I划妒)=m)+(仃】_1)一如’
由(5．2 1)，我们发现

"(r+tl(妒))=P‘1(p1[妒((】)f：一7一t，(妒)]+1<盯1、

于是，有一T茎t+一T<tl(妒)及¨(妒)>1设tj·(妒)s t+一r<tj一一l(妒)．

则2≤j4曼t一(妒)，且

Ⅳ(t4)=e一(‘’7’[妒(u)c·7一J,-(妒)】一(一1)7’=o-I

从而

．且

，～， 妒(())P一7一山-(妒)

一，巾，≤垃o-I笔1笋<r。⋯仲一 +(-一)，‘

或等价写成

蜀一(妒)≤币(o)P一7<弓·一I(妒)

观察(5．3．1)发现对J=1、2，一、，。(妒)，有

jj(妒)一弓+，(妒)=!～二j{三生!．Jj(妒)
I)j+20

(5．3，5)

f5．3．6)

．‘，2(纠

卜2(-1)蟛如L 2(-1)一‘一一。一]
Ⅲ#)一c¨加)1>0．

即Fj(妒)“=1，2．·，n(妒))是单调递减的．由(5 3．6)可知j‘=j；．又从(5．2．1】，(5．：；．3)

及(5 3 5)知，当t>t++T．有

J z(t)=c一9—7’{妒(o)e 7十t7(妒)一i‘暑；jF【妒(【))c一7一乃．(妒)])+1
IⅣ(t)=c(“一7’【母(o)P一7一．，(妒)+1一．“。7一，(』：(^))ds】，

妒一易一妒0
一，

i

一

㈦■p

0

1

一

rl

纠

一

(

(

“

+

乃

p

r

<

o

㈤

(

‘

l一2

0

'．

一

妒

1

一

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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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考虑两种情形：(I)’踹黜≤鼎；(II)‘端端>赫．
利用与C；lse 3的类似证明，易知(I)‘保证了(。-(t)．Ⅳ(f))_÷(1．一1)(t-÷。。)．而

OI)’又保证了(z(t)，目(t))-+(1，1)(t-÷oe)

(111 7。=1，即

Fl(妒)=L，(妒)+(盯I一1)c‘z(审)S咖(o)e一7

首先我们称t+≥tl(妒)+r若不然，则有

且2≤J+≤"(妒)、有tj·(妒)曼r—T<≠，·

f5．3．“)成立．因而

-r S t+一r<tt(妒)．设对某个正整数J+

，(妒)．利甩类似于情形(I)I的推导，有

Fl(妒)≥玛+一l(妒)>妒((1 Jp一7

矛盾．其次，设

T：，+e。型匕二!蛐．
口l一1

’

那么T+tI(妒)5丁<。。由(5．2．1)，有

掣(t)=e一‘’一7’[妒(o)F一7一。，(妒)]+1． 若r+t】(妒)≤t<T， (5．3．7)

从(5．3 2)和(5．3 7)可看到

Ⅳ(f)<e-U-TIl妒(o)c一7一J(妒)]+1=仃【， 若t<T

由此可推出t4曼T因而

，+t1(妒)s t+≤f+打^竺坚堕!二掣． (5．3．8)
O-1一l

讨沦F面两种情形：

(A)’渊矧>糟：(B)’耥锱≤器
首先考虑情形(A)’．由(5．3 3)及(5．3 8)，我们发现

由㈣2 1)与(53．3)．易看出(。。(f)．Ⅳ(f))_}(1，1)(f_÷。c)．其次对情形(B)’，有

Ⅲ(￡)≤1．对t>T+r

若不然，则存在某个tl】>T+r，使得

．77-

(5 3，9)



z(tu)>1

对0茎t≤T<札易看出

。(t)；。t[z(t。eto--．，‘。e8，(Ⅳ(一一r))d一】>1
由㈦2．i)有

㈣=r∽’I邶)，。。一．№))+1． 若7 5‘曼T十7

由此并结合(5．3 7)，得到

㈣=e一(‘一r)Ⅻ(o)e 一．№)1+1． 若r+tl(妒)≤‘≤T+7

再注意到㈣3 8)有

Ⅳ(t‘)=e一(『h’’IVy{o)n 7一t，{妒)】十I 2 01，

从而有t·：r+轨趔毪掣=T，于是由(a3·3)有
。。⋯<I。 若t>T+T．

【5．3．10)

此与(5 3lo)矛盾．这说明(5．3 9)必成立，于是有($(氓g(m_÷(1’一1)(‘-÷”)·

证毕．

定理5 3．2． 设吼>l=口2且垂=(妒．砂)∈戈㈣-则当。一÷。。时，．

系统(5，1．2)和(5．1 3)及㈦1 4)的解{z'NO沪(t))_(1，一1)或(1、1)·进一步有

(∞+(t)，Ⅳ。(t)斗(1，1))当且仅当下列情形之一成豆：

(i)蚤∈贾才；
fii)m∈贾麦f且妒(o)e 7≤』(妒)；

(1ji)垂∈贾之-且晶警揣s百箱F，这里j-是满足马+{妒)≤妒(o)8叫
与l<7。<，。(妒)的最小正整数，其中

Fj仲)= !型掣以(妒)+
2

⋯ 学“(纠 j=1．2，一，n(妒)． (5，3·11)

另一方面I产(￡)．矿(t))斗(1，一1)当且仅当下列情形之一成立：

nv)圣∈贾并且妒((1)r。>t川≯)：(。)心∈戈乏，且舞苦端>百毒鲁尹，其中J·的含义见(iii)
证明：分下列几种情形讨论

情形1．m∈YcL'C，即妒∈钣及妒∈％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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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5 2 2)和(5 2 4)．对f≥r．有

I。(t)=c一(‘一7’[妒((J)fJ一7。，(妒)]+1，
IⅣ(￡)=(2-(‘一7’[咖(o)e一7一．，(妒)]+l，

不难看出(z(t)，Ⅳ(t))。(1 1)(t_。c)．

情形2垂∈贾甜．即妒∈0五及妒∈毛
若t≥T．由(5．2．2)及(5 2．3)得

j_(t)=c一(’7’I妒(【))c一7+．，(妒)一1+硝一7 e3J(可(s))ds]

IⅣ(t)=e-(‘一7’e妒(【】)e一7一J(妒)]十1．

易知：必存在充分大的T>0．使得

Y(f)<仃lI 对≠>T

则当t>T+r时，

一【，)=e(1-r)[妒(())e--T+,l(妒)l+／】7一，(Ⅳ(t))dt+．，l一7 a8，(”(一))d一]
=c 11-T)[妒((】)t 7+。，(咖)一1+Z7 c‘，(Ⅳ(t))dt—e7]+1．

因此，(z(￡)，"(啪_(1，1)(t寸oC)

。I青形3西∈贾麦f，即妒∈童之且妒∈0i
从(5．2 1)与(5．2，4)，可知￡≥r时

I』(t)=P一(‘71【妒(())f，一7一．，(咖)]+1．

IⅣ(t)=P一‘卜7’【妒【())r一7+J(妒)～J+．，：}～7矿，(r(s))d一]．

再考虑下面两种情形：

(A)妒(())e一7 S J(妒)；

(B)妒(O)e。>．，(妒)．

对情形(A)，我们不难看出

z(f1 S l， 若^三T

对t≥2r，有

Ⅳ(t)：e一(t—r’【妒((】)。一r+。，(妒)一1+，7。‘，(。(￡))dt一，]十1
J0

从而有【，，(z)Ⅳ(f))_÷(1，1)(，_}∞)

对情形(B)，类似易证得(．F(f)．“(f))一(1，一1)(￡-÷∞)．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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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4西∈戈麦r．即妒∈i骁与母∈6Z
显见Ⅳ((1)=妒(o)≥01．另一方面，由(5 1．2)及(5．2．1)，可知对所有充分大的

t>0有

Ⅳ(￡)≤e-p一7’I咖(o)e一7+J(妒)一2】+1<口1． 若t芝r． (5 3 12)

设t+为9(￡)一dl在【0．o。)上的第一个零点，则0≤t’<∞，y(t+)=％从而

由(5．2．3)可导出

舭)：。。mmr+／“吖扣如
L J￡‘

茎e-t．0-1et*一e”1+1

<01． 对t>t+．

rⅢ司

z

ct，=e—ct—T，o(o)e．-1。+,lOP)-1+'or ctf(y(t))dt+／：一，c8，c“cs，，“一]
=e-O-r)[妒(o)P一7+．，(砂)一2e‘’]+1， 对t>t++r (5 3 13)

观察(5．3 11)得到

E。(，)(妒)：上二望：!!：{≥．!!i[一(一1r‘，)e—r】十i二!!：!!；!!!_=土【一(一lr(纠+】c 7]

=O-1e—T

≤p(())e一， (5．3 14)

乃(妒)一B+。(妒)=上二学。乃(妒)一i华!．‘+。(妒)：!二!∑#f_2(一1)’e。(p)一2(-1)j+I。，，+·(9
2

‘弋 ’

=[仃l一(一1)’∥一(≯)一(dtⅢ(口’l

> 【1．

亦即Jj(妒)“=l，2，·，?t(咿))是单调减少的．取^如(iii)所述．由(5．3．t4)我们

看出J。存在且1曼j。≤n(妒)

接下来我们考虑下面两种情形：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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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1，即

日。(妒)≤妒(o)c一7<与．一l(咿)， (5．3 15)

显然，

删e1<F1(妒)=孚^(卅竿以妒)=叫卅(卅m州w
由(5．2．1)．可得

管(丁+‘1(≯))=f!-’i(们【币(o)c 7+J(妒)]一1<口l

于是t^(妒)>1，t+<“(妒)+T．所以一T兰t+一T<‘【(妒)．设tJ·(妒)S t+一T<t，一一l(妒)

那么2曼j+≤n(妒)，且

Ⅳ(t4)=C-(‘1—71【币(0)e一7十．‘，(妒)】+(一1)。+=(71

从而

且 c，’c一，≤!!：；!等t<e。’一，tr口I一一l JJ

(5．3．16)

即有

寄【易。+，(妒)一。乃．《妒)]s妒(。)c 7+如，(妒)<带【，弓·(妒)一南·一-(妒)]
或等价写成

乃-(妒)≤妒(())f’7<F』*1(妒)． (5．3 17)

注意到序列{B妇))磐’的递减性。由(5，3．i5)与(5．3．17)即知j+=j+．当t≥t4+r
从(5,2 1)．(5．3．13)及(5．3 16)得到

J r(，)=r∽7’le(o)∥吖+r，(妒)一i=芒；丁『F[妒(())F一7+·，，，(妒)]}+1
l”(t)=c一【‘一7’I母(())r i十．H妒)一1+．聒～c’，(z(一))d一]．

我们来考虑两种情形：(A)‘端黜s希；(B)’篇铫>希．
利用与情形3的类似证明，易知情形(A)保证r(一(『)Ⅳ(t))_÷(I，i)(t-÷1x1)

而情形(B)’又保证了(z(￡)．Ⅳ(t))_(1．一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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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J，=l，即

H(妒)=一J(妒)+(rrl+1)e‘-(p)≤砂((】)c 7． (5．3．is)

首先我们有t’≥t1(妒)+7．若不然，则有一T S t‘一r<fl(妒)．设对某个正整数J+

且2≤J+≤，1(妒)，有0-(妒)曼t’一r<‘}．-L(妒)．利用类似于情形(I)的推导，有

(5．3 17)成立．因而，Fl(妒)≥局-一1(妒)>妒(o)e一7，此与(5．3 18)矛盾．下面讨论两

种情形：

(a)端暑黜>羔．设

丑：T¨。趔掣，T2：T+f『。型掣(5矗19)
Z 盯I+l

那么T+f】(妒)曼孔<Tl—r<。。．当r曼t<Tl、由(5,2．3)我们看到

m(t)>e,-(7j一7)【妒(())e一7+。，(妒)]一I=1．

特别有．F(f)>1．于是对0曼t茎r有

z(t)=e一％(r)c7一／c5fb(一一r))c卅>1．

因而

z(t)>l， 若(1曼t<T／．

由(5,2．1)可导出

Ⅳ(t)=e一(‘一7)(妒((】)a一7+．，(妒)】一l，对T+tl(妒)≤t≤Tl Jr丁．

注意到r+ti(妒)≤噩<研Jrr．可得

g(孔)=(o--(’‘o 7’【妒(o)e一7十l，(妒)]～l=口1，

与
’

备(t)≠仃1． 若t≠孔，f+t】(妒)≤t≤TL+r

由于t+≥t 4-tl(妒)，于是有t’=噩再由{5．3 13)不难发现

z(f)>1． 若t≥t2+T

由上式及(5．3．12)，得到(t‘(￡)，Ⅳ(t))_

(b)黜瑚≤糟
可以证明

x(t)≤l，

(1，一1)(f_÷。。)

若t≥瓦4-f (5．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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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有

z(#o)>1． 对某个to≥乃+T． (5 3 21)

利用类似情形(a)的论证，易知

Ⅳ(t)=r一(。一7’(妒(o)，一7+．，(妒)]一1， 若f+￡j(妒)曼t<t,o+7

从而必有r=孔于是由(5．3 13)

z(t)曼1． 当t芝而+f

此与(5．3．21)矛盾．于是(5．3．20)成立，因此(T(t)Ⅳ(t))_(1 1)(t_。c)．

综上所述，定理得证．

推论5．3 1． 设rsI>l：02，西=(妒．，¨∈也。(z+(执矿(t))为系统

(5 1．1)和(5 1．3)及(5．1．4)的解．则当t_÷。。时，(。。(t)，矿(t))_÷(1，一1)当且仅

当垂∈x品产与西∈磕_．妒(o)=1与中∈x麦，，詈器{三{曼j瞥三者之一成立；
(。t9(￡)”q，(t))j(1．1)当且仅当心∈xG-妒(())≠1与西∈x毒，。，嚣}等等>；鲁两
者之一成立．

推论5．3．2．设(71>1=口2，中=(妒，砂)∈X㈣．(』+(tk沪(^))为系统

(j．1．2)和(5．1．．j)及(5．1．4)的解．则当t_。。时， (扩(t)，yO(t))_(1．1)当且仅

当西∈x五产与tI)∈x嚣i．妒(【1)=1与m∈x毒产．暴器带墨；南三者之一成立；
(：，+(t)．Ⅳ4(f))_(1，一1)当且仅当巾∈x麦i、妒(o)≠1与‘I)∈x去?，詈*糌>籍
两者之一成立．

下面的定理阐明了当(71>02>1且山∈贾。时，模型(5 1 1)的渐近行为

定理5．3 3．若口I>口2>l且母∈戈㈨则系统(5．1．1)和(5．t．3)及(5 1．4)

的解(．f+(t)．∥+(t))-÷(1．一1)(￡_o。)．

证明：讨论四种情形：

(i)m∈戈麦，：

0i)母∈需志’_：

(iii)母∈iiot

(iv)皿∈贾盂_．

只须考虑情形(i)其他情形同理可证．由(5．2．1)和(5．2．3)，有

J：r(t)=c川1’Ⅲ)r7+·w)矗。-t-．『：}7 P8m(s))ds]t
若t>r

1虮t)=c—l}’71I妒(I))P一7一．7【妒)+l一．付7(。，(J’【一))ds]，

+

硝1

一

十咖妒

+

一渺旷
船

妒廿

一P

—e
<一(一，●IJ(1l

柯是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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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存在T>0使得

z(t)<仃2． Ⅳ(t)<盯1， 若f≥T

从而，容易证得(。(f)．Ⅳ(t))_(1，一1)(t o。。)．证毕．

定理5．3．31．若dl>(『2>1且西∈戈％，则系统(5．1，2)和(5，1．3)及(5．1．4)

的解(z+(￡)，Ⅳ+(t))寸(1．1)(t-÷。c)．

证明：略

定理5,3．4．若d1>172>l且西∈Xn，．则当t_÷。。时，系统(5 1，1)和

(5 1．3)及(5 1．4)的唯一平衡解(1，一1)是全局指数渐近稳定的．

证明：与第二章定理2．3．1的证明完全类似，省略．

定理5．3 4’．若口】>口2>l且币∈X。。则当f-÷。。时，系统(5 1 2)和

(5 l 3)及(5 1．4)的唯一下衡解(I 1)是全局指数渐近稳定的．

证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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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近年来，关于神经网络模型动力学性质分析研究，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极大关

注，出现了非常多的研究成果．由于神经网络的高度非线性性及信号传输过程的

高度复杂性，因此，还需要广大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人员作进一步深入和细致的

工作．本学位论文主要探讨了两类二元神经网络模型的动力学性质，我们所考虑

的问题与以往参考文献研究的(讨论非振动型初值)不同：着重考虑具振动型初值

的解的渐近行为、稳定性、及周期解存在性．

在本论文第二章，我们利用分析方法研究两类非线性二元神经网络微分方程

模型．对妒～一与妒一a在[_L0]上出现有限次变号情形，完整地讨论了解的渐近

行为与稳定性．结果表明：在大闽值川>l情形，两类模型都有唯一甲衡点，而

目．足全局指数渐近稳定的；对临界阈值川=l情形，当妒一一与妒一O-出现有限

次变弓·时，我们比较完整细致地研究了两类模型的渐近行为，所得结果表明：系

统(2．1 1)和(2 l 3)存在两个平衡点，系统(2 1．2)和(2 1 3)存在三个1t衡点，进一

步我们对T及(妒妒)分别给出了保证系统(2．1 1)和(2．1．3)与系统(2．1，2)和(2．1．3)

趋于不同平衡点之一的充要条件通过具体例子看出我们的结果推广并改进了文

[二19]与文[5()]的相应结果

本文的第三章，我们研究模型(3．1，1)在小闽值(即H<1)情形下周期解的存

在性．当vp(t)一一与妒(￡)一一出现有限次符号改变时，借助代数工具及分析方法得

到回复映射，从而获得系统存在孤立周期解(其周期T∈(-2r))的充分条件，对

这种情形的周期行为是已有文献中不曾研究的，这一结果是全新的．并且进一步

举例说明了对某些阈值(一=(】)的周期解的不稳定性，

本文第四章中我们考虑两类离散二元神经网络模型，当初值振动时解的渐近行

为与全局指数稳定．我们得到-『较好的结果：当川>r刍时，系统(4 1．1)和(4】2)

分别有唯一的平衡点，且是全局指数渐近稳定的；而对临界情形(即川=T刍)及

振动型初值，我们证明了系统(4 1．1)和(4．1 2)各有2个和3个甲I衡点，且获得了

两系统分别趋于不同乎衡点的充要条件．可以看出，本章结果屉我们在第二章所

得结果的离散化．

就现有文献来看，双阈值情形的结果则见得更少，其工作也还足将系统初值

限定在非振动型函数空问进行解的动力学分析．在第五章，我们将前面的研究工

作进·步扩展，着重研究妒～一：与妒一一．若出现有限次符号改变时解的渐近行

为．我们证明J’若d】>口2>】．且圣∈X。．则模型(5 1 1)与(511 2)的每一个

解■。(t)沪(t))都分别收敛于唯一平衡点．特别对r，一及圣获得了在临界情形

一J>一2=1下，保证孵分别趋于两平衡点之一的充要条件．这一章的结果是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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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值情形下，进一步地推广了第二章所得结果

从上述研究工作可看出：具振动型初值的二元神经网络微分方程模型及离散

模型较之非振动型初值的二元神经网络模型而言，其动力学行为更为复杂，要想

进一步了解神经网络的动力学性态还需要作更深入细致的工作．如：怎样将这些处

理问题的方法运用到更一般的神经网络系统或者是大规模的系统?如何利用更为

有效的数学工具来解决这类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是我们今后需做的工作．

而且对神经网络理论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 ． 竖主兰垡堡．茎

参考文献

11 W S．、“Cu]]och and、、．Pitts A logi(al caI(ulus ofthe ideas imnliI¨in II(!I、DtlS⋯ti xit5．

Bulletin of．Mat]tematical bioph3 sits．1943、5：115—133

21 J J H(1l煎、ld Nt、ttralw、tworks andllIlYH沁l systelLiSwith㈣u、t卧¨“·1l“‘tivtt qOllll)11．talhl；、l

abilit沁s l’㈨t Natl A(a(I S‘i 1982．79：2554。2558

31．】．J Hopfield№ur{)iisⅥithⅢaded t(!Sp(1tlSl!hax’⋯f肌vti、’P eOllll}Utat,i{Jlml In”⋯⋯e、^likt’

two—stage MIllOils．PIOC Natl A c ad Sci．1984 81：3088—3092．

川K．L Bal)cock alltt R．、I、V{!stel、’pIt，D、+llallli{s ot simple electt{}lilt’11(．!t11'i-I]II(}|Wtll ks with

a‘lded illCTtill．Phys．D．1986．23：464—469

f5l K．L Bah{¨{k mlII R、I．w《ls．t“、‘·l e．('mnl>h，x dynallIj“in siml)h111【，111 Hl circuits．in N11llral

Iii、tn。Olks“¨('}ni}uting．Edited 11、．1 S D(-nl<er．AIII{!I hlst Ph)’H，New、’()Ik，1986．Pl}，23—

28

【6]K．L Babcock and R M＼Vestex、’【，lt．D3ilaltli(s of Siml}10 el(⋯t“】1l汁llelll al ill‘t xx+¨lks．P坶H

D．1987．28；305．3t6．

i-1 1’Bahli s、111]ll(!11it、s㈣(j it,mning in a IIOlllal Ill·Im¨k⋯I}d e、ls Pit)H Rm+¨¨1987．59

1076一1978

8 ．】．Bali‘ki A S teCZll)alld B Zak，Gelletit

soh ing“}llll}illatolial problems．Appl Math

J B c}lai z’．Stal)ilit3’in-i儿l¨c1(q(Ji i1 dela)’rd

603—623

algot itlnns tul(I Hopfield 11(、llt“11(’t．woI’ks“)r

Comlmt Sci 1997：?：567·592

l(‘Ill a1 11{-f、＼Olk．．】D、IDIlll．DifI Eq，1993．5

1111 j B{’lair．S A，(’ampl H'II；IIl ci 11 vail‘l{、u Dtit，#s‘‘ll【一．Fllist Ytj{k}n s￡ahiliB，“II{{fIPlay—indmf’f1

{}sdllatit}llS u【il ilellra．[i[et、killk lfl()(h-1 SIAM J AI)pI、Inth 1996，55：245—955．

111 C Bishot}，Nema】Netwoiks“"Pa|．telll R‘，c：ogniti{m．The Clax’ellftOll Press，()xfmd Unix’(·l—

sity Pt’(，ss，New 1、．brk，1995

121 Neural．Networks for Vision and Image Processing．Edited})、G．A Carpent{、I and S GlOSS—

lmrg．Th(·MI'11 PI c、sH．1992

131 M A．Cohen flnd S Grossbt。％Abs{}lul L，stabilit)l JI global 1)attt．。I．ii{_¨1IlDt{loll i．1lld p“l all(’】

111('111{}IY stol{I舻¨{：OlllpOIiti x’l-11{-／11atII(!tw㈨ks．IEEETl}Ills S、st(qllS Iatt Cyl}{、ll⋯L 1983．

13：815—826

141 z Feng and A．N．．Michel Ol[)lml H5ylll])t c}ti{。slabilit5 of⋯。laSs offeedbackII(-uIt atilet『、t㈨ks

n’ith i Lll nppli{“liOll t11 01)lilnizalion I)】‘J1，】f、】JlH(’ilfllIcs S、st('Ills Signal P1+tJ(【，sH 1998 I?。

2l!)一2n

l 51

161、I，R)Ili．S ill?Ill{、fli all(]、f^I“lilti Net㈣Ⅲ¨、alld,',utticienl(一c)rIllition for at)sohti c·st alfiliI、

‘)f Ii(，111al 111·tWOlks，IEEE TlHllH Cit(_Ints S、stellis I Fulut Th{、¨I、‘：、1)l儿1994{1：491一-194

1 7】S(hoss}}{qH．On lealiling 0lltt Pll{1Im叫l“⋯1)、in⋯I：11]111¨r H】】(|Ⅲ，¨】州IllH’jJf H啦IN，d 11(·，

works．J．St．ali．Phys 1969，1：319—350

培7-

^28吣nBan蚺“”(R

0乩弛
n

H



几类二元神经网络模型的动力学眭质研究

18】S Grossbtlg，PavlmianI)atl(Ⅲl¨arnin91)、nonlhH㈨114·lWOl ks Pro(、IjlI^f ad sri USA

1971，68：828·831．

19】S Glossbl．19 Pattmll h!atningI)1flIll(fional—difl'c『一tPntia]Ⅲ，tllq41It(，tnOlkswith atliltlill、+path

weights．1)1)．121—160 in Delay and Fl】llftional DiffeletltiaI Eqltaliolls and Thei r App]i(ati【)l}H

Edited b)K．Sthmitt，Academi(’PIess．Nfw、．olk．1972

20]S Gmss¨皓．Studies of Mind and Brain D．Reidel Publishing Con(pan3．．Dot(¨(ht ttol—

Imtd，1982

21]S．G1-osslmrg．Nonlineal n州lral IX{，IWOIks：rlinI：il)les，lllechalltislItS．nttd m chit(!Ctlll(M Nplital

＼PcnoIks 1988．1：17—61

22】J．Haykm，Nem-al Nt叶works：A Coltqn ehl、nsi xt，F()／IIIdHfion．!Macntillan ccIllege Publishing

Co．．Nt·w Y(nk、1994

23】【2．、I．H e’and L S Kang Exist(Ⅲfl、}llld stabilit3 of global sohllion fol gtmmjllized H()Iffield

“rliral ItetWOIk system．NnIMl Pmalh-l StI．CompuI 1994．2：165．175

24]B l(nulgal—Pat si．On prohh·Itl soh ing with H01)fi(·l cl If(-Illal 11(·tu’ot'kS．Biol Cybernet．1990．

62：415．423．

。251 T．Khanna，Foundations of Neroa,1 Netwol’ks，AddismI-Wesley Publishing Co 1990

[26】D Kleinfield and H Sotnlmlinsky Ass()ciati、re ileural ltetwork model n)l the gent、1ation of

[(：!lllpOlnl pattellls Bi01)h)‘s．J 1988 54：1039—1051

f27】s Ki；ksalⅢIll S sj、‘ilSllllftllllit．Stahilit3 1)101)(qlies of I¨Hopf一1ⅥⅢIll!Illal llt!lWOl'kS．D_卜

IDIIII St，Ihilt(3’S)‘SIOltlS 1993．S 181—187

128]Neutal Networks：Theoteft(al Foundations arid anal3’sis，Edited by C Lau，IEEE Press，

、Pw York．1992．

【29]Neural Networks如I-Kntm’ledge ReineSt!lll；ali()ll alttl htfeiPllco Edih-d 113’D S．Levine and

31．Apaiicio IV．Lau’i111IC(，Erll)amn：^．ssociates．Publishers、Hillsdale，N．1．1994

㈦)1 N‘、111 rII Nf叶、、orks‰Vision．Six(叶(Ii allld I ra(titat Lattgttag(一．Edit E—tl 113 R Lm皓Rat(1，D．J

^I、t，I s attd C Nightingale．C!hapnlan＆Itall、Lolt(10n．1992

f31])(．Liang and L IVu，Global pxp0ⅢmliM stability d Hopfield一13 pe 11}1111nhⅢ#nOl】(Ⅲl(】its

a1)plications，Sci．China St_1995．38(A)757—768．

[32]x Liang and L．Wu．Global exl)onential stability of Hopfield—type lleura]lletworks，China

St i Bull．1 996 41 11146-1051

【331 N．Ldpez Rt吣、x㈨tl L．LtⅢ川^tM(1”{m Using n III，111．Il⋯，fwⅢk of 111)piMd 1'、11(、⋯lind

tin optimal、’c)ring algoriIhln，I¨rH【iga,。i6n()IJm 1995．16：1 1-35．

【34]C M．Matllls and R^1 West¨1 velt．Stal)ilil)of analog lit，ma[II[!1woIksⅥilh tint(·cMm．

Phys flex'1989．39(A)：347-359．

【35】G w Ng，A1)plications(if№III。ll tit·tntOlks to Adaptixt，Court‘)l of NoulineaI s)s“、Ills，

R‘、州-。1】ch Studies P1cHH LTD Englml【{1997

f36】LOline and J．Bgtail，Bifm㈨t J1)llS．staldlit 3．attd IllOllOtollicity PIotelms¨h；{lI．bt3“1

n(1ural iletV,Olk lilt)d(、I，Phys．D 1997．102：3-19-363

f3卅P．Peiett‘)，^ll Inttodu(’tiOll 10 1he 510d,-ling of～-111nJ*(ffwolks．Colhv tiOll Ah*Ⅷf la3

．88．

／



博士学位论文

、Inlmgtal)lls and Tc、xts in Statistical Ph3’sits 2 Camlul([ge nli、’el sity Pt ess Caml)ridg e·．

1992．

38】M Qi、Financial applk：ation of artificial lleIn al networks，Statistical methods in[irlaiice，

Handbook of Statist，North—Holland．Amsterdam，1996，14：529·552．

39]B．D Rillle3，Pattern Recognition and Neural Networks，Cambridge Ui2iversity PIess，1996

4()】s Huan and．J、、肖，Pmiodie sollltions ofplana2 sJ’stems with two delays，Plot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1999，129：(A)11117—1032

41】A C．Seott，N(!lllophysics，Wile3t-Inte『Iscience New York，1977

421 L Shayer and S．A Campbell，Stalfilit．y，bifurcation and mullistability in a system of two

coupled 12etl2-OllS with nnfltiple time delays，SIAM J Appl．Math，2000，61：673-700．

431 P vall dell D2 iessche and X Zotl Global attractix ltv in delayed Hopfield 110121 al network

lnodels，SIAM．1 Appl Math 1998，58：1878—1890．

?44]j Wei and S Ruan，Stabilily alld bifm cation in a itelal’al lletwolk model wit]l two dela＼．

Phys D 1999 l 30(D)255—272，

[45】A Jun—Wei"vVong，R¨ognition of general Pattelns using 12eural netw()rb，Binl Cybmilet

1988．58：36l一372．

H6]J wtl，Synlllle[1ic function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nd 12ellral ltetworks with nleillory，Trans

Amel Math Soc．1998 350：4799．4838

{L17]、Xia．J Wmlg and D L Hung、RwUrl(-ilt 11(?III a1 111、tw02ks fm solving linear i12equalilies

and equati0128，IEEE Trails Cil euits Sj。stpIlls I Fund Theory Appl 1999．46：452～t62

【481．J．Wu．Introduction to 1wural‘l、tlal2ties and signal trallSlIliSsiolL delay，New YoIk：Walt c，1

【l‘、(h 1l、’tel 21／92

[49]L Huang and J．Wu，Dynanfics of inhibitory a2tificial Ilel2Ial llPtW02ks with th!eshoht IlOll—

linearity，fiehts Inst Collllnlln，2001．29：235—243

[5【】]L Huang and J Wu，The role of t}ueshohl in p2。、’enting deh／y—induced oscillations of

frnstl ated 12',?ural networks with MeCullo(h—Pills nonlinc，m-ity,Int J，Math Game Theca，

Ⅲl cI,．＼lgel)㈦．29111，11(6)71—1(】(J

[51】Z Zhou，．1．S Yu and L H Huang．As37nlptotil behavior ofdelay differtm㈣sysI,I!UtS，(7_．|omtllll

Math Appl．，2001，42：283—290

【52】z Zhou and】Wu，Attractive petiodie 02bits in nonlineal'discl ete，time 12eulal Iietwolks

wil．i1 delayed icedback，．1 D Eq Appl，2001 8：467—483

【53】z．Zhou Period solutions of a class of diff(-u(、liCe Hysteins，Fields hist C[)ilfllnl21i，to appear

[54l Z—B．Xu alld c P Kwong．Global stabiLitY and lt)【‘al stability ot Hopfi(、hi IIPUlal ne[wolks

with delays．Phys．Rex’．1994．50(E)：4296—4213

[55]HⅥ，．A N Michel and K Wang，Global stability and local stabilit5’of Hopfiehl nelll al

Ilf，tw(nks with delays、Phys Rev 1994、511(E)：4206—4213．

[56]D-J Yu，z．一Y Mao，(2、1 Zhou and T，一P Leung，Qualitative analysis of H()pfield nell2H1

lIttlV,'OIks(1‘}il{tal TheatY Appl 1995，12：382—388．

f57】x Zhung，Mathematical algal3 six of S2)IIR、nel21}j1 lit¨10rks re2 soh’illg lim-a1 and qlladl ati c



61

progranlnlilig．Acta Math Appl．Siuica(English Ser)1996．12：1-10

R．D．Degroat aud L R．Hunt,．Discrete—time nonlinear system stabilitY．IEEE Tialls Cmtuit s

S、st 1992．39：834—840．

D ZliOtl．J Cao aud a．Li．Stal)ilit3 analysis of Hopfiehl neural netv、()1ks woh dela5-H．Ann

Ditfelential Equations 1998．14：460-467

A Bhaya、E．Kaazkurewicz and V Kozyakin，Existence and stability of a unique equilib—

riusll in COlitillOUSvvalued dismntntime as3rUCtlrOllous hopfield tlOlllal netwolks IEEE Tlalls

Neroal Netwotks 1996，7(3)：629—627．

W E Blmnh、、r．On the as3。mptoti(behavim of diflkuential—difreteuc(!eqtl÷dioIls of It(·ut【a1

type，J Diff Equs．．1970．7：175．188．

62)P Bahti and A F．Atiya，How delays affect nelssal dynamics and leasning，IEEE Trans

Neural Networks．1994，j．612-621

63】F．Chal)eau alsd G．Chauvet．Stability，oscillatoiy oald chaotic region in the dynaufics of

small llUlllal n《、(works with<tela3．Nemal Netw(nk、i992 5：735．743．

641．】WII．Int sodu(；tioss to llPlllal hu 1 lilts and signal tsa,USlIli,ssiOll(1ela)New、-(J1k：、ulIt．el de

GI n、’toI 2001

651焦李成，抻经网络系统理论，西安电子科技出版社，1991．

661芏旭，王宏。王文辉，人工神经元网络原理与应用，东北大学出版社，200(I．

671徐秉铮，张白-灵，韦岗．神经网络理论与应用，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

68】T Ushio，Limitation of(1ela3“l脚dback COlltl《)l in Slon]ill(，as disei(、rt_'tillle HvS((-!Ills、IEEE

"15alls Circuits S)st．，1996 43(9)：815—816

69】S N．Zhang：S1ability of infinitt。delay(1imHellce 53 st(!lll Nonl Anal TMA，1994，22：1299一

1219．

7()1 K Gopalsamy and I．Letmg，Delay induced periodicit．y in a neural he(1et，of excitation alid

inhibition，Ph5’S D 1995 89：395—42i3

：71】K Gopalsmny and X Z．He，Delay—independent stability in biditetional associative Ill(!ISlOlv

lletWOlks IEEE Tlans Neutal．Setwolks．1994．5(6)’998．1002．

172】K Gopalsam3 and x．z H吒sl ability in aSylllllletli c Hopfield Slet S with f nl SlSlllissiOll delays

Phys D，1994．76：344—358

173】K Golmlsam3’and I Letmg．ColsvesgeIice lsuder dytlaudcaI nHesholds with delays，IEEE

Tlai rs Neroal Networks，1997，8(2)：341-348．

[74]Y Chert and J讹The as3。m1)totie shapes of pesiodic solutions of a singular delay diffei’一

ential systelll．J．Diff Eq，2001，169：614-632．

F5]Y．Chen and．1 Wu．sl㈨’1)oscillating pesiodiI solutions h a dela3ed frIlStI抓，flI㈣WOlk

‘】f fu(】I⋯ltOils．。T Math．Anal．Appl，2001．259：188。208．

[76】¨Clit!I L and．1、、11、Special s3’Ullrietr[(petiodic solutions of delayI、d SIIOll()t(1【I(·feedback

systessls Canadian Appl Math Quas terly，to appear

【77]Y Chert and J Wu，)．1inimalinstalfility and unstal)le set ofaphase—locked OIbitin a df，l扎、“i

]lelllal llt!1work，Phx-8 D，1999．134：185—199．

孵

∞

∞



博士学位论文

f78]M．z．Baptistini and P．z．Yaboas，On the existence and gMbM bifurcation of periodic solu—

tions to planar differential delay equations，J Diff．Equs．，1996，127：391—425．

f79】Y．Chen，J．Wu and T．Krisztin，Connecting orbits from synchronous periodic solutions

to phase-locked periodic solutions in a delay differential system，J，Diff．Eq．，2000，163：

130-173．

㈣M．Gil]i，Strange attractors in ddayed cellular neural networks，IEEE Trans．Circuits syst．

1993，40：849—853．

(81]K．Pakdaman，C．Grotta-Ragazzo and C．P．Multa，Effect of delay on the boundary of the

basin of attraction in a system of two neurolls．Neural Networks，1998，11：509-519

【82]P．van den Driessche，J．Wu and x．Zou，Stabilization role of inhibitory self-connections in

a delayed neural network，Phys．D，2001，150：84_90．

【83]孟益民，黄立宏，刘开宇，双阈值二元神经网络极限环的存在唯一性．高校应用数学学

报，2002．17A(2)：133-139

1841孟益民。黄立宏，刘开宇。二元双阈值时滞神经网络模型解的渐近性．应用放学学报，

2003，26(1)：158-175．

【85]孟益民，黄立宏，双闽值二元神经网络模型解的收敛性．模糊系统与数学，2001，15(4)：

i00．104．

【86】Z．B．Xu and C．P．Kwong，Global convergence and asymptotic stability of asymmetric

Holpfield networks，J．Math．Anal．Appl．，1995，191：405-425．

[87]D．zhou，J．Cao and J．Li，Stability analysis of Hopfield neural networks with delays．Ann．

Di最Eq．，1998，14：460-467．

[88】L．Lin and M．M，Gupta，Globally asymptotical stability of discrete time analog neural

networks，IEEE 2’ans．Neural Networks，1996，7：1024-1031．

．．91．．



凡类_二元神经网络模型的动力学性质研究

致 谢

在本篇博士学位论文完稿之际．此时的我，固然不乏完成任务之后的轻松和

喜悦，但萦绕在心头的，更有那难以忘怀的感激．

我要衷心地感谢我的导师钱祥征教授，该文从选题、资料收集、到最终完稿

钱老师自始自终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精心指导．我的学业得以顺利完成是

与他悉心指导和热情鼓励分不开的．钱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兢兢业业的工作作

风以及坚韧不拔的科学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学生受益匪浅．

我要真诚地感谢曾经支持和帮助过我的硕士导师、广州大学校长庾建设教授，

王志成教授，是他们引领我步入科学研究的神圣殿堂，一直关心与支持我的博士

学习与研究，如果说我能够在研究工作中取得一点点成绩，那是与他们的热情支

持分不开的．

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湖南大学数学与计量经济学院院}乇黄立宏教授，副院长

戴斌祥教授，以及学院其他领导与同j箨，没有他们给予的工作关心与学习支持，

要在职完成博士学习简直难以想象．

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书与朋友周展教授、张弘强副教授、袁朝晖博士．他们的

支持和无私帮助使我的各项研究工作得以顺利：眭行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学业的关心与支持．

．92．



博士学位论文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1】K．Y．Liu and x．Z．Qian，Limiting Behaviors of Delay Discrete-Time Neural Networks，

Dynamics of Continuous，Discrete and Impulsive Systems．(SCl源刊)已录用．

(2】K．Y．Liu and H．Q．Zhang，Asymptotic Behavior in Nonlinear Discrete-Time Neural

Networks with Delayed Feedback，Fields Institute Communications，2004，43：231·

240．

【3】K．Y．Liu and X．Z．Qian，Asymptotic Behaviors of Solutions of Frustrated Neural

Networks with McCulloch—Pitts Nonlinearity,Ann．of Diff．Eqs．2003，19(3)：352—

361．

【4】K．Y．Liu，Oscillation of a First Order Neutral Equation and a Second Order Non。

neutral Equation，Differential Equations and Dynamical Systems，2001，9：37-48

【5]K．Y．Liu and X．z．Qian，具时滞的三种群捕食系统的周期解，湖南师大学报，

2002，25(2)：8-12．

．93．．


	封面
	文摘
	英文文摘
	湖南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及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第1章绪论
	1.1神经网络发展概述及研究背景

	第2章两类非线性二元神经网络模型的渐近行为与全局指数稳定
	2.1引言
	2.2两类模型的渐近行为
	2.3两类模型的全局指数渐近稳定

	第3章一类非线性二元神经网络模型的周期解
	3.1引言
	3.2引理与记号
	3.3定理及证明

	第4章两类二元离散神经网络模型的渐近性质与全局指数稳定
	4.1引言
	4.2具负反馈二元离散神经网络模型的渐近性与全局指数稳定性
	4.3具正反馈二元离散神经网络模型的渐近性

	第5章两类双阈值二元神经网络模型的渐近性质
	5.1引言
	5.2记号与引理
	5.3主要结果及证明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附录A(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