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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一种可以计算自治非线性系统周期解及周期的改进打靶法，求解了神经元电活动 Ｒｏｓｅ－Ｈｉｎｄ

ｍａｒｓｈ（ＲＨ）模型自发放电的周期解和周期；计算了周期放电的Ｆｌｏｑｕｅｔ乘子并分析了周期解的分岔，如倍

周期分岔，鞍－结分岔．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神经放电模式转迁的动力学和生物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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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非线性系统的周期解及其分岔是非线性研究

的重要的领域之一［１］．神经元通过电、化学活动实
现神经系统的调节、控制等功能，是复杂的非线性

系统．其放电活动表现出复杂的非线性现象，如混
沌、随机共振、分岔等［２－６］．其中与从平衡点到极限
环相关的就有 Ｈｏｐｆ分岔和不变圆的鞍 －结分岔
等［７，８］，而在不同周期数的周期放电之间的分岔有

加周期分岔［９］等，还有从周期到混沌的倍周期分岔

和切（鞍－结）分岔等［１０－１２］．神经元系统是高度的
非线性系统，是含有快慢多个时间尺度的动力系

统［７，８］，这是其能够产生这些复杂非线性现象的原

因．近期的生物学研究表明，不同的放电模式可能
有不同的生物学意义［１３］．因此，研究神经元放电模
式的分岔具有重要的动力学和生物学意义．

打靶法［１４－１６］是广泛地应用于计算各类非线性

动力系统的周期解及周期的有效方法，特别是对于

外周期信号激励的非线性系统．对于自治非线性系
统，由于其周期是未知的，普通打靶法难以用来求

其周期解．在文献［１６］中，李德信和徐健学对普通
打靶法进行了改进，将周期也作为一个参数一起参

与打靶过程，可以求解自治非线性系统周期轨道及

周期．Ｆｌｏｑｕｅｔ理论［１７，１８］通过计算系统周期解的

Ｆｌｏｑｕｅｔ特征乘子是一种有效的判断其稳定性和分
岔的方法，已广泛用于判断周期运动的稳定性及其

分岔［１９－２１］．
到目前为止，神经系统周期解的分岔的实验和

数值模拟的研究较多［２－６，１０－１２］，计算 Ｆｌｏｑｕｅｔ特征

乘子进行分岔的研究较少，虽然已有研究利用软件

Ｃｏｎｔｅｎｔ或Ｍａｔｃｏｎｔ和ＸＰＰ对神经元周期放电模式
进行了分岔分析［２２］．另外，在实际计算过程中，对

于这类含有多时间尺度的神经元模型，这些软件在

进行周期解分岔研究中表现出了不稳定性，有时得

不出合理的结果，实用性较弱．
为此，本文应用文献［１６］提出的改进打靶法，

计算神经元模型 Ｒｏｓｅ－Ｈｉｎｄｍａｒｓｈ（ＲＨ）模

型［１０－１２］的周期解，计算解的 Ｆｌｏｑｕｅｔ特征乘子，判

断周期解的分岔类型（包括倍周期分岔、鞍 －结分
岔等）．

１　改进打靶法求解神经元模型周期解和
Ｆｌｏｑｕｅｔ理论

首先一般地讨论如何求解神经元模型周期解

的问题．神经元模型一般都是非线性自治系统．本
文采用李德信和徐健学的改进的打靶法［１６］求神经

元模型的周期解．具体算法思想如下．
一个单参数的神经元模型可以表示成一般的

非线性自治微分方程组的形式：

ｄｘ
ｄｔ＝ｆ（ｘ，ｔ，α）　ｘ，ｆ∈Ｒ

ｎ；ｔ，α∈Ｒ （１）

式中α为物理参数，其稳态周期解为ｘｐ，周期为Ｔ，

即

ｘｐ＝ｘｐ（ｔ＋Ｔ） （２）

从式（１）中可以看出系统的周期并没有显式
地出现在系统方程中．为使系统的周期Ｔ值显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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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方程中，对系统（１）实施变换ｔ＝Ｔτ，得

　
ｄｘ
ｄτ
＝Ｔｆ（ｘ，Ｔτ，α）

ｒ（ｓ）＝ｘ（０，ｓ）－ｘ（１，ｓ）
{

＝０
　ｘ，ｆ∈Ｒｎ；ｔ，α∈Ｒ

（３）
式中α为物理参数，其中Ｔ即为原系统式（１）的周
期轨道的周期，这样系统（３）的周期轨道的周期为
１，ｘ（０，ｓ）表示初始时刻系统的状态向量，ｘ（１，ｓ）表
示在周期末了时刻系统的状态向量．系统（１）周期
轨道的周期是一个待求值，而系统（３）的周期轨道
的周期是一个已知值．打靶法的实质是把边值问题
化为初值问题求解，求非线性自治系统的周期解就

是求式（３）形式的边值问题．可给定初值，然后用
四阶龙格－库塔（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法求解 ｓ．满足给
定精度，即可得到系统的周期解及周期．

为了考察系统（１）的周期解的稳定性，设（１）
的周期解为ｘ（ｔ），周期为 Ｔ，下列矩阵初值问题的
解为（ｔ）：


·

＝ｆｘ（ｘ，ｔ，α），　（０）＝Ｉ （４）
其中，ｆｘ（ｘ，ｔ，α）为式（１）的Ｊａｃｏｂｉ矩阵，Ｉ为单位矩
阵，则称Ｍ（α）＝（Ｔ）为式（１）的单值矩阵（ｍｏｎｏ
ｄｒｏｍｙｍａｔｒｉｘ），该单值矩阵的特征值称为周期解的
Ｆｌｏｑｕｅｔ特征乘子．周期解的稳定性的判别准
则［１６，１７］为：除１以外的其它特征值决定了周期解
的稳定性，即当其它特征值的模都小于１时，周期
解ｘ（ｔ）是稳定的，而当其它特征值中至少有一个
特征值的模大于１时，则周期解是不稳定的．这说
明有特征值｜ｕｊ｜＝１时，周期解就会发生分岔，具体
情况如下：

?如果系统所有的Ｆｌｏｑｕｅｔ特征乘子｜ｕｊ｜＜１（ｊ
＝１，２，…，Ｎ）时，系统（１）周期解为渐近稳定．?
如果系统有一个特征乘子ｕｋ通过!

１点穿过单位
圆，而系统其它的特征乘子｜ｕｊ｜ｊ≠ｋ＜１时，则系统
（１）稳定的周期解将发生倍周期分岔．? 如果系统
有一个特征乘子ｕｋ通过＋１点穿过单位圆，而其它
的特征乘子｜ｕｊ｜ｊ≠ｋ＜１时，则系统（１）稳定的周期
解将发生鞍 －结分岔．? 如果系统有一对共轭的
复特征乘子ｕｋ＝ａ±ｂｉ穿过单位圆，而系统其它的
特征乘子｜ｕｊ｜ｊ≠ｋ＜１，则系统（１）稳定的周期解将发
生Ｈｏｐｆ分岔．

实际计算过程中，一般的数值积分方法较难得

到不稳定的周期解．因此，在数值仿真提示的周期

解分岔点附近，随着分岔参数逐步逼近分岔点，计

算稳定轨道的Ｆｌｏｑｕｅｔ特征乘子，若有特征值 ｕｊ的

模按照?、?、?的三种方式之一接近１时，提示该
周期解发生了相应的分岔．

２　ＲＨ神经元模型

ＲＨ神经元模型是广泛应用于研究神经元放

电的数学模型［１０－１２］，能展示丰富的神经元电活动

行为，如周期峰、混沌的峰、周期簇和混沌簇放电模

式等［２，１０－１２］．ＲＨ神经元模型由下列三阶非线性

自治微分方程组构成

ｘ＝ｙ－ａｘ３＋ｂｘ２－ｚ＋Ｉ

ｙ＝ｃ－ｄｘ２－ｙ
ｚ＝ｒ［ｓ（ｘ－ｘ０）－ｚ］

（５）

其中ｘ代表神经细胞的膜电位，ｙ是与内电流（例

如Ｋ＋）相关的恢复变量，ｚ表示与 Ｃａ２＋激活的 Ｋ＋

电流相关的慢变调节电流．ａ，ｂ，ｃ，ｄ，ｒ，ｓ以及 ｘ０是

参数，Ｉ表示背景电流．
设模型（５）的稳态周期解为ｘ（ｔ），周期为Ｔ，则
ｘ（ｔ）＝ｘ（ｔ＋Ｔ） （６）
从式（５）中可以看出系统的周期 Ｔ并没有显

式地出现在系统方程中．为使系统的周期Ｔ值显式
地出现在方程中，对系统（５）实施变换ｔ＝Ｔτ，得

ｘ＝Ｔ（ｙ－ａｘ３＋ｂｘ２－ｚ＋Ｉ）

ｙ＝Ｔ（ｃ－ｄｘ２－ｙ）
ｚ＝Ｔｒ［ｓ（ｘ－ｘ０）－ｚ］

（７）

其周期解满足ｘ（０，ｒ）＝ｘ（１，ｒ），ｙ（０，ｒ）＝ｙ（１，ｒ），ｚ
（０，ｒ）＝ｚ（１，ｒ）．其中 Ｔ即为原系统式（５）的周期
轨道的周期，这样系统（７）的周期轨道的周期为
１，ｘ（０，ｒ），ｙ（０，ｒ），ｚ（０，ｒ）表示初始时刻系统的状
态向量，ｘ（１，ｒ），ｙ（１，ｒ），ｚ（１，ｒ）表示在周期末了时
刻系统的状态向量．这样求系统（５）的周期解就转
化成求系统（７）的边值问题．Ｉ＝３．２８和 ｒ＝０．０３６８
的Ｒｏｓｅ－Ｈｉｎｄｍａｒｓｈ模型边值问题的周期解如图１
所示．

本文中固定ＲＨ神经元模型的参数为 ａ＝１．

０，ｂ＝３．０，ｃ＝１．０，ｄ＝５．０，ｓ＝４．０，ｘ０＝－１．６，外激
励电流Ｉ作为条件参数，参数ｒ作为分岔参数．

Ｉ分别取３．２８，２．９，和２．６５，从 ｒ＝０．０４开始
逐渐减少到ｒ＝０．０，通过数值仿真得到了神经电活
动的三类不同的分岔序列，如图２所示，纵标为变

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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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极大值（ｚｍａｘ）．

图１　ＲＨ神经元模型在Ｉ＝３．２８，ｒ＝０．０３６８处的边值

问题的周期解．模型的其它参数值为：

ａ＝１．０，ｂ＝３．０，ｃ＝１．０，ｄ＝５．０，ｓ＝４．０和ｘ０＝－１．６

Ｆｉｇ．１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ｖａｌｕ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ＲｏｓｅＨｉｎｄｍａｒｓｈ

ｍｏｄｅｌ（ａｔＩ＝３．２８，ｒ＝０．０３６８）．Ｏｔｈｅ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ｖａｌｕｅｓａｒｅ

ａ＝１．０，ｂ＝３．０，ｃ＝１．０，ｄ＝５．０，ｓ＝４．０ａｎｄｘ０＝－１．６

图２　ＲＨ神经元模型的变量ｚｍａｘ随参数ｒ降低的分岔图．

 Ｉ＝３．２８； Ｉ＝２．９； Ｉ＝２．６５．模型的其它参数值为：

ａ＝１．０，ｂ＝３．０，ｃ＝１．０，ｄ＝５．０，ｓ＝４．０和ｘ０＝－１．６

Ｆｉｇ．２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ｘｍａｘ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

ｒ ｉｎＲｏｓｅＨｉｎｄｍａｒｓｈｍｏｄｅｌ． Ｉ＝３．２８； Ｉ＝２．９ａｎｄ Ｉ＝２．６５．

Ｏｔｈｅ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ｖａｌｕｅｓａｒｅａ＝１．０，ｂ＝３．０，ｃ＝１．０，

ｄ＝５．０，ｓ＝４．０ａｎｄｘ０＝－１．６

３　ＲＨ神经元模型中周期解的分岔

当Ｉ＝３．２８时，ｒ≈０．０３６５是从周期一到周期
二的分岔点，在该分岔点的周期一有一个 Ｆｌｏｑｕｅｔ
特征乘子接近－１（例如，在ｒ＝０．０３６８处的特征乘
子是ｕ＝ －０．９９２３４１９）；ｒ≈０．０１７１是从周期二到
周期四的分岔点，在该分岔点附近的周期二有一个

Ｆｌｏｑｕｅｔ特征乘子接近－１（例如，在ｒ＝０．０１７２处的
特征乘子是ｕ＝ －０．９８６９３０７）；ｒ≈０．０１４７３是从周
期四到周期八的分岔点，在该分岔点附近的周期四

有一个Ｆｌｏｑｕｅｔ特征乘子接近 －１（例如，在 ｒ＝０．
０１４７５处的特征乘子是 ｕ＝ －０．９８５１７８８）．ｒ≈０．
００９１是从周期三到周期六的分岔点，在该分岔点
附近的周期三有一个Ｆｌｏｑｕｅｔ特征乘子接近－１（例
如，在 ｒ＝０．００９２处的特征乘子是 ｕ＝ －０．
９７５０４９１）．

当Ｉ＝２．９时，ｒ≈０．０３６５是从周期一到周期二
的分岔点，在该分岔点的周期一有一个 Ｆｌｏｑｕｅｔ特
征乘子接近－１（例如，在ｒ＝０．０３６８处的特征乘子
是ｕ＝ －０．９９２７０１９）；ｒ≈０．０１６８是从周期二到周
期四的分岔点，在该分岔点附近的周期二有一个

Ｆｌｏｑｕｅｔ特征乘子接近－１（例如，在 ｒ＝０．０１７处的
特征乘子是ｕ＝ －０．９８６１８９７）；ｒ≈０．００９３是从周
期三到周期六的分岔点，在该分岔点附近的周期三

有一个Ｆｌｏｑｕｅｔ特征乘子接近 －１（例如，在 ｒ＝０．
００９３２处的特征乘子是ｕ＝ －０．９９５１１１３）．

当Ｉ＝２．６５时，ｒ≈０．０３是从周期一到周期二
的分岔点，在该分岔点的周期一有一个 Ｆｌｏｑｕｅｔ特
征乘子接近－１（例如，在 ｒ＝０．０３２处的特征乘子
是ｕ＝ －０．９７９１４８４）；ｒ≈０．００６３是从周期三到周
期四的分岔点，在该分岔点的周期三有一个 Ｆｌｏ
ｑｕｅｔ特征乘子接近－１（例如，在 ｒ＝０．００６５处的特
征乘子是ｕ＝ －０．９７６０８７８）；ｒ≈０．００４２３是从周期
四到周期五的分岔点，在该分岔点的周期四有一个

Ｆｌｏｑｕｅｔ特征乘子接近 －１（例如，在 ｒ＝０．００４２４处
的特征乘子是 ｕ＝ －０．９９５８５０６）．根据 Ｆｌｏｑｕｅｔ理
论，上述分岔都是倍周期分岔．

当Ｉ＝２．９时，ｒ≈０．０１２６１５时，从图２可以
看出，这是周期三到混沌的分岔点．在该分岔点附
近的周期三有一个 Ｆｌｏｑｕｅｔ特征乘子接近１（例如
在ｒ＝０．０１２６１４５处的特征乘子是ｕ＝０．９７７２８６７）．
根据Ｆｌｏｑｕｅｔ理论知道，周期解发生鞍－结分岔，也
就是切分岔现象．

４　讨论与结论

本文运用一种改进打靶法获得了 ＲＨ神经元
模型的周期解，同时利用Ｆｌｏｑｕｅｔ理论，对ＲＨ神经
元模型在不同参数下的周期解的分岔进行了研究，

获得了倍周期分岔、鞍 －结分岔，给出了转迁规律
的动力学概念和机制，结果对于认识神经元电活动

模式的转迁规律，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也为进

一步揭示放电节律的生物学意义奠定了基础．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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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的神经放电实验研究中，人们根据分岔

的表观现象就认为分岔是倍周期［２］；在较多的数学

模型数值研究中［１０－１２］，只是根据数值模拟的分岔

的表观特征就认定了 Ｉ＝３．２８，Ｉ＝２．９时的倍周期
分岔，以及Ｉ＝２．６５时周期一到周期二的倍周期分
岔，Ｉ＝２．９时从周期三到混沌的切分岔；本文则进
一步计算了 Ｆｌｏｑｕｅｔ特征乘子，进一步提高了研究
结果的可信度．更为重要的是，在以前，当 Ｉ＝２．６５
时，从周期三到周期四，以及从周期四到周期五的

分岔根据表观特征被称为“加周期分岔”，本研究

则揭示了其动力学机制，周期三的失稳、周期四的

失稳是经过倍周期分岔实现的，这是一个新的结

论．
本文结果还说明，改进打靶法结合 Ｆｌｏｑｕｅｔ理

论研究复杂的神经元放电节律的转迁模式是可行

的．但是，由于打靶法对初值比较敏感，当求解的边
值区间较大时易出现打靶不稳定的问题；此外，神

经元模型具有强非线性和多时间尺度的特性，在某

些分岔点附近需要很高的计算精度才能获得可信

的结果，目前采用的数值近似方法还不能对每个分

岔点都获得可信的结果；还有，对于非稳定周期解

无法求解，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　考　文　献

１　胡海岩．应用非线性动力学．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０（ＨｕＨａｉｙａ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ＬＬｉ，ＨＧＧｕ，ＭＨＹａｎｇ，ＺＱＬｉｕ，ＷＲｅ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ｂｉ

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

ｔ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ｐａｃｅｍａｋｅｒ．ＩｎｔＪＢｉｆｕｒｃＣｈａｏｓ，２００４，１４（５）：

１８１３～１８１７

３　ＷＲｅｎ，ＳＪＨｕ，ＢＪＺｈａｎｇ，ＦＺＷａｎｇ，ＹＦＧｏｎｇ，ＪＸ

Ｘｕ．Ｐｅｒｉｏｄａｄｄｉｎｇ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ｈａｏ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ｓｐｉｋ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ｐａｃｅｍａｋｅｒ．

ＩｎｔＪＢｉｆｕｒｃＣｈａｏｓ，１９９７，７：８６７～１８７２

４　ＷＲｅｎ，ＨＧＧｕ，ＺＪｉａｎ，ＱＳＬｕ，ＭＨＹａ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ＰＯ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ｈａｏｔｉｃ

ＩＳＩｓｅｒｉｅｓ．Ｎｅｕｒｏ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０１，１２：２１２１～２１２４

５　ＨＧＧｕ，ＭＨＹａｎｇ，ＬＬｉ，ＺＱＬｉｕ，ＷＲｅｎ．Ｔｈｅｃｈａｏｔｉｃ

ａｎｄＡＳＲｉｎｄｕｃｅｄｆｉｒ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ｉｎ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ｎｅｕｒａｌ

ｐａｃｅｍａｋ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ａｎｄ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ｅｒｉｅｓＢ：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２００４，１１ａ：

１９～２４

６　张慧敏，杨明浩，化存才，古华光，任维．鞍结分岔点

附近的神经自发放电节律和随机自共振．动力学与控

制学报，２００８，６（４）：３３２～３３６（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ｍｉｎ，Ｙａｎｇ

Ｍｉｎｇｈａｏ，ＨｕａＣｕｎｃａｉ，ＧｕＨｕａｇｕａｎｇ，ＲｅｎＷｅｉ．Ｓｐｏｎｔａ

ｎｅｏｕｓｆｉｒｉｎｇｒｈｙｔｈ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ｒｅｓｏ

ｎａｎｃｅｎｅａｒｓａｄｄｌｅｎｏｄｅ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０８，６（４）：３３２～３３６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ＥＭＩｚｈｉｋｅｖｉｃｈ．Ｎｅｕｒａｌｅｘｃ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ｐｉｋｉｎｇａｎｄｂｕｒｓｔｉｎｇ．

ＩｎｔＪＢｉｆｕｒｃＣｈａｏｓ，２０００，１０（６）：１１７１～１２６６

８　ＥＭＩｚｈｉｋｅｖｉｃｈ．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ｈｅ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ｆｅｘｃ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ｂｕｒ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９　ＨＧＧｕ，ＭＨＹａｎｇ，ＬＬｉ，Ｗ Ｒｅｎ，ＱＳＬｕ．Ｐｅｒｉｏｄ

ａｄｄｉｎｇ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ｈａｏｔｉｃａｎｄ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ｂｕｒｓｔｉｎｇｉｎ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ｐａｃｅｍａｋ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ａｎｄ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２００７，１４（Ｓ５）：６～１１

１０　ＡＶＨｏｌｄｅｎ，ＹＳＦａｎ．Ｆｒｏｍｓｉｍｐｌｅｔｏｓｉｍｐｌｅｂｕｒｓｔｉｎｇｏｓ

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ｙ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ｖｉａｃｈａｏｓｉｎｔｈｅＲｏｓｅＨｉｎｄｍａｒｓｈ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ｎｅｕｒ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ｈａｏｓ，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１９９２，２

（３）：２２１～２３６

１１　ＡＶＨｏｌｄｅｎ，ＹＳＦａｎ．Ｆｒｏｍｓｉｍｐｌｅ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ｘｏｓｃｉｌｌａ

ｔｏｒｙ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ｖｉａ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ｃｈａｏｓｉｎｔｈｅＲｏｓｅＨｉｎｄｍａｒｓｈ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ｎｅｕｒ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ｈａｏｓ，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１９９２，２（４）：３４９～３６９

１２　ＡＶＨｏｌｄｅｎ，ＹＳＦａｎ．Ｃｒｉｓｉ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ｃｈａｏｓｉｎｔｈｅＲｏｓｅ

Ｈｉｎｄｍａｒｓｈ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ｎｅｕｒ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ｈａｏｓ，Ｓｏｌｉｔｏｎｓ＆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１９９２，２（６）：５８３～５９５

１３　ＭＨＹａｎｇ，ＳＣＡｎ，ＨＧＧｕ，ＺＱＬｉｕ，ＷＲｅｎ．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ｆｉｒ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ｂｉ

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ｉｅｓ．Ｎｅｕｒｏ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０６，１７（１０）：９９５

～９９９

１４　凌复华．非线性振动系统周期运动及其稳定性的数值

研究．力学进展，１９８６，１６（１）：１４～２７（ＬｉｎｇＦｕｈｕａ．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ｆａ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１９８６，１６（１）：１４～２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周纪卿，朱因远．非线性振动．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ＺｈｏｕＪｉｑｉｎｇ，ＺｈｕＹｉｎｙｕａｎ．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

Ｘｉ＇ａｎ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李德信，徐健学．求解非线性动力系统周期解推广的

打靶法．应用力学学报，２００３，２０（４）：８０～８５（ＬｉＤｅｘ

ｉｎ，ＸｕＪｉａｎｘｕ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ｓｈｏｏ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ｄｅｔｅｒｍｉ

ｎ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ｏｒｂｉｔｏｆｔｈ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ｙｓｔｅｍ．

００３



第４期 丁学利等：神经元周期放电模式的分岔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０３，２０（４）：８０～

８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ＲＳｅｙｄｅ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４

１８　杨忠华，非线性分歧：理论和计算．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Ｙ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孙亮，胡国辉，孙德军，尹协远．旋转振动圆柱绕流周

期解和Ｆｌｏｑｕｅｔ稳定性．力学学报，２００１，３３（３）：３０９～

３１８（ＳｕｎＬｉａｎｇ，ＨｕＧｕｏｈｕｉ，ＳｕｎＤｅｊｕｎ，ＹｉｎＸｉｅｙｕ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Ｆｌｏｑｕｅｔ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ｆｌｏｗｓａ

ｒｏｕｎｄａ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ｎｇ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Ａｃｔａ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１，３３（３）：３０９～３１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金俐，陆启韶，王琪．非光滑动力系统 Ｆｌｏｑｕｅｔ特征乘

子的计算方法．应用力学学报，２００４，２１（３）：２１～２７

（ＪｉｎＬｉ，ＬｕＱｉｓｈａｏ，ＷａｎｇＱｉ．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Ｆｌｏ

ｑｕｅｔ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ｓｆｏｒｎｏｎｓｍｏｏｔｈ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０４，２１（３）：２１～２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张彦梅，陆启韶．非稳态油膜力作用下转子振动的分

岔与稳定性分析．航空学报，２００３，２４（１）：３６～３８

（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ｍｅｉ，ＬｕＱｉｓｈａｏ．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ｏｎ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ｏ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ｕｎｓｔｅａｄｙｏｉｌｆｉｌｍ

ｆｏｒｃｅ．Ａｃｔａ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ｅｔＡｓｔｅ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３，２４

（１）：３６～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ＺＱＹａｎｇ，ＱＳＬｕ，ＬＬｉ．Ｔｈｅ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ｐｅｒｉｏｄａｄｄｉｎｇ

ｂｕｒｓ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ｏｕｔｂｕｒｓｔｉｎｇｃｈａｏｓｉｎｔｈｅＣｈａｙｍｏｄｅｌ．Ｃｈａｏｓ

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２００６，２７：８７～９５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２７Ｍａｙ２００９，ｒｅｖｉｓｅｄ１６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０９．
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１０７７２１０，３０７７０７０１，１０４３２０１０）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２００７ＡＡ０２Ｚ３１０）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ＦＩＲ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ＮＥＵＲ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

ＤｉｎｇＸｕｅｌｉ１，２　ＬｉＹｕｙｅ２　ＬｉＱｕｎｈｏｎｇ１　ＧｕＨｕａｇｕａｎｇ２　ＲｅｎＷｅｉ２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ｕａｎｇｘ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ｎｉｎｇ　５３０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Ｌ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ａａｎｘ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６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ｆｉｒｉｎｇｏｆａｎｅｕｒｏｎａｌＲｏｓｅＨｉｎｄｍａｒｓｈ（ＲＨ）ｍｏｄ
ｅｌ，ｗｅ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ｓｈｏｏ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ｏｒｂｉｔａｎｄｉｔｓ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Ｆｌｏｑｕｅｔ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ｄｏｕｂｌｉｎｇ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ａｄｄｌｅｎｏｄｅ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ａｎａ
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ｈｅｌｐｆｕｌｆｏ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ｆｉｒ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ｅｕｒａｌｆｉ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ｑｕｅｔ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　ｓｈｏｏ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１０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