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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L ia po n o v 函数方法
,

研究了一类具有缓变系数的四 阶非线性非 自治周期系统的周期

解的存在唯一性及其渐近稳定性
.

我们得到了保证这些系统存在唯一稳定周期解的充分 条 件
,

并

对系数的缓变范围作了较为精确的估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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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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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在力学
,
振动理论和工程技术中经常出现高阶非线性周期系统

.

对这类系统的周期解的

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
,

本文利用 L协p u n o v 函数的方法
,

研究 了一类具有缓变系数

的四阶非线性非 自治周期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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