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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借助于 L ei b助
z
公式

、

复合函数的高阶导数公式以及变量替换的方法
,

给出了较 为 广

泛的高阶非线性常 微分方程的可积类型
,

有的还提供了通积分的表达式
.

所得结论推广了 文献中

的结果
.

最后列举了实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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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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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要运用解常系数线性方程的方法 去求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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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非线性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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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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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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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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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定理 3 和定理连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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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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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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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三阶非线性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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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乙l~ 乙‘ 为任意常数
.

例 3 五阶非线性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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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o , 切勿 ) = 。in 夕
,

且 。= 3 , m = 2
, a : = 1 ,

几“ 。时的特定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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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云, ~ 云。是任意常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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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e g ra ble TyPe s o f N o n lIn e a r Ord , n a fy Dlffe re n tia !

E q u a tio n s o f H ig her 一

o rde rs

T a n e G u a n g 一s o n g

(J fa n 夕ha ” U n f口ers ity
.

才“ha n )

协

D o n g J u 一 q in g

(A 公r F o r e e 尸a d a r A c a d e m ,
.

平 u ha ”)

Ab st ra c t

In this p a p e r , s o m e i红t e g r a b le typ e s o f 皿o r e g e n e r a l n o n lin e a r o r d in a ry d iffe r e n-

tia l e q u a tio n s o f hig he r 一 o r d e r s a r e p r o p o s e d in v ir tu e o f L e ib n sz fo r m u la
, a n d fo r

-

m 住la s o f h ig h e r 一o r d e r d e r iv a t iv e s o f th e e o m p o sste fu n e tio n s a s 甲 ell a s s u b s tit u tio n

v a r ia b le s
.

T he e x p r e s s io n s fo r th e g e n e r a l in t e g r a ti o n s o f s o m e o f th e e q u a tio n s a r e

p r e s e n te d
.

T he r e s u lts o b t a i n e d a r e the g e n e r a li z a ti o n o f th o s e in the r efe r e n e e s
.

Fin ally
, s o m e e笼 a m p le s a r e a ls o g iv e n

.

Ke y w o rd s 皿o n lin e a r d iffe r e n tia l e qu a tio n o f hig he r o r d e r ,

in te g r ab le k in d
,

g e n e r a l in te g r a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