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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本文研究S i n e 一G o r d o n
方程

封二 = 5 2丑 “

的反散射解
.

给出了(A )的孤立子解的简洁表达式
,

关镇词 反散射 孤立子解 反射系数

要

(A )

并讨论了单孤立子解和双孤立子解
.

在文〔1 〕中已讨论 了S in e 一G o r d o n 方程 (A )的反散射解
,
给出了解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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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给出在同样假定下 (A ) 的 N 孤立子解的一个简洁表达式
,
它在具体计算时较公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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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方便 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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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矩阵 M‘x ,一

!二
, ·‘· , , ‘

: )d z , , (二 )一 (、瓦
e x p 〔一。!二〕

,

C ,

(t) (j= 1
,
2

,
⋯

,

N )为归范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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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应用引理2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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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其虚部并积分两次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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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为公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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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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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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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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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结果表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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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波速分别为一 1/ 4 ,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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