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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C lar k s o n 和K r u s kal 提出的直接法对超 K d V 方程进行对称跳约化
,

给出其相似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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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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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 ,
b和 c

均是常数
, 。是通常的 K d V 玻色场

,
h是一个费米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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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l
.

1) 的 P al nl e v e 性质已有多篇 文 献 予 以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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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 给 出 了三种 具 有

P a in le v e 性质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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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似解
.

求非线性方程或方程组对称性解的传统方法是经典李群法或非经典李群法
〔“’,

但这两种

方法需要进行大量繁复的代数运算并且不能得到所有的相似解
.

本文采用近年来由C lar k so n

和 K r u s k al 提出的直接法
『‘’讨论方程组 (1

.

3 )(l
.

4 )的对称性约化
,

并给出其相似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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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接 法 约 化

一般的约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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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U
,

H
,

不
,

Q和Z 为指定变量的函数且W (Z )和 Q (Z ) 满足常微分方程
,

可以通过

把 (2
.

1) (2 2 )代入 (1 3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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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

类似于单个偏微分方程情形
,

可以证明只要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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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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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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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为Z 的待定系数
.

类似于文献 [ 5
,

6 〕
,

为了求解方程 (2
.

7 )、 (2
.

24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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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在写下约化形式 (2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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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式时存在一些 自由度
,

为了固定这些自由度
,

可采用如

下一些规则
:

规则 1 若a (x
,

幻“ a 。

扭
,

句+ 刀(x
.

t) 口 (Z )
,

则可取口为口 = o (可作变换附”班 一习)
.

规则 2 若 A (x
,

t) 二 A
。

(x
,

t) 十B (x
,

t) 口 (Z )
,

则可简单地取 口 = 。 (作变换O (Z )”



超 K d V 方程的相似解 8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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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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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结果是在Z
:

斗 。情形下得到的
,

当Z
二

一 。时
,

由规则 5令Z ~ t ,

完全类似于 Z
:

斗 0 情

况
,

得到所有可能相似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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