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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了有三个种群相互作用的数学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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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唯一的大范围渐近稳定的正周期解的充分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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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界
,

有很多是属于三个种群相互作用的群落生态系统
,

它们相互作用的关系是很

复杂的
.

最近几十年来
,

许多生态学家
、

数学工作者总结了很多的关于三个种群相互作用的

数学模式
〔”

。

这里我们考虑如图所示的三个种群相互作用的数学模式
.

A
,

B
,

C 表 示 三种

不同的生物种群
,

其分布密度分别为N
: ,

N
Z ,

N
3 .

其中 A 种群

不依靠本系统为生
,

而是把无限的 自然资源作为生存条件
.

A 种

群同时是B
,

C种群的食饵
,
而B只捕食A ; C是月

,

B 的捕食者
.

A
,

B
,

C 同时为密度制约的
.

这种捕食
一

被捕食关系在数学上可

用下面的微分方程组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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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文要

研究的模式是

.

蔡树棠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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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模式是 P r a ju e s h u 仁“’模式的推广
.

为了便于讨论
,

我们先引入下面的两条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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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3

(t)一 x 誉(t)

则 (2
.

7) 可化为
夕

,
二一 a 工,

(t)夕
,
一 a : 2

(t)夕
2
一 a 1 3

(t)夕
3

夕
:
= a Z :

(t)g :
一 a : :

(t)g :
一 a Z 。

(t )梦
s

空
3
= a 3 ,

(t)y ,
+ a 3 2

(t)夕
2
一 a s3

(t )y 3

(2
.

1 1 )

同样可以证明系统 (2
.

1 1) 的平凡解是全局渐近稳定的
,

所以系统 (2
.

7) 的唯一周期解是 全 局

渐近稳定的
,

从而知道系统 (1
.

2) 有唯一的周期解 (2
.

6 )
,

且系统 (1
.

2) 的任一初值大于 零 的

解
,

当 t、 + oo 时
,

渐近于周期解 (2
.

6)
。

定理 2 证毕
。

[ 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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