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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随机平均原理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探讨了基于非高斯列维噪声、分数高斯噪声、

Ｍａｒｋｏｖ切换的随机复杂动力学系统随机平均原理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及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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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机平均法以随机平均原理为理论基础是非

线性随机动力学响应分析的重要工具，分为标准随

机平均法和能量包线随机平均法两种，其中标准随

机平均法主要应用在多自由度拟线性随机系统中，

而能量包线随机平均法主要应用在多自由度强非

线性拟保守随机系统中．随机平均法凭借其简单、
可以降维、效率高等优点在动力学研究中被广泛应

用．因此，对于随机平均原理的研究也就成为一项
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实际指导价值的研究．

在实际应用中，很多系统的动力学模型是既包

含动力学时间尺度较快的状态变量，又包含时间尺

度较慢的状态变量的．若引入适当的无量纲参数来
表示不同动力学时间尺度的比值，则这些系统可表

示成由快变量和慢变量相耦合的系统，即快慢（两
尺度）动力系统．快慢系统中复杂的动力学现象得
到广泛关注．例如，在许多工程技术领域中的控制
问题；在生态系统中，生态环境的恶化、物种的爆发

和消亡所产生的动力学机制已得到深入研究；在生

物神经系统中，存在各种快慢过程，使得系统存在
各种形式的分岔和丰富的放电模式．在实际科学
中，许多问题可以转换成研究系统的两个时间尺

度，如出现在应用程序中不同的化学反应动力

学［１，２］，细胞建模［３，４］，哈密顿系统［５，９］，电子电

路［１０，１１］和激光系统［１２，１４］．最著名的快慢系统可以
追溯到范德波［１０］在１９２０年提出的范德波方程．基

于平均原理的平均法是分析快慢系统动力学行为
的有效工具，其目的在于构造一个所谓的“平均化

方程”（也称为“简化方程”或“有效方程”）来简

化原来的多尺度方程，使简化后的方程不再包含

快尺度物理量，并且使得简化方程的解可以逼近

原来方程中慢尺度的物理量．具体来看，考虑一个
具有快慢两个尺度的常微分方程：

ｄＸεｔ＝ａ（Ｘεｔ，Ｙεｔ）ｄｔ

ｄＹεｔ＝
１
ε
ｆ（Ｘεｔ，Ｙεｔ）ｄ{ ｔ

（１）

其中ε１是小正参数，它表示方程中两个分支的
时间尺度比率．在这一尺度参数下，称Ｘεｔ为慢变量

（也称为“慢运动”或“慢分支”），称 Ｙεｔ为快变量

（也称为“快运动”或“快分支”）．映射 ａ：Ｒｎ×Ｒｋ→
Ｒｎ，ｆ：Ｒｎ×Ｒｋ→Ｒｋ是可测函数．对任意取定的 ｘ∈
Ｒｎ，构造过程Ｙｘｔ，使其满足微分方程：

ｄＹｘｔ＝ｂ（ｘ，Ｙ
ｘ
ｔ）ｄｔ

假设对任意ｘ∈Ｒｎ，极限：

ａ（ｘ）＝ｌｉｍ
Ｔ→∞

１
Ｔ∫

Ｔ

０
ａ（ｘ，Ｙｘｔ）ｄｔ （２）

存在（例如当 ｙｘｔ为周期函数时，此极限存在），则
所谓的“平均化原理”成立．在任意有限时间区间
［０，Ｔ０］上，原来系统中慢分支 Ｘεｔ的轨道可以由平
均化方程 ：

ｄＸｔ＝ａ（Ｘｔ）ｄｔ
的解轨道一致逼近（当参数 ε趋于０时）．确定性
方程平均化原理的研究有较长的历史，其奠基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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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由前苏联数学家Ｂｏｇｏｌｉｕｂｏｖ在文献［１５］中完成．
紧接着，Ｇｉｋｈｍａｎ［１６］，Ｖｏｌｏｓｏｖ［１７］和 Ｂｅｓｊｅｓ［１８］研究
了非线性常微分方程的平均化问题．随机平均原
理首先由 Ｓｔｒａｔｏｎｏｖｉｃｈ［１９］提 出，此后，Ｋｈａｓｍｉｎ
ｓｋｉｉ［２０，２２］将平均化原理发展到具有快慢时间尺度
的随机常微分方程的研究中，他在文献［２３］中证
明了随机平均化原理在较弱的收敛意义下成立．值
得一提的是，Ｖｅｒｅｔｅｎｎｉｋｏ［２４，２５］，Ｆｒｅｉｄｌｉｎ＆ Ｗｅｎｔ
ｚｅｌｌ［２６，２７］进一步显著改进了 Ｋｈａｓｍｉｎｓｋｉｉ的结果，将
较弱收敛意义下的随机平均化原理推广到依概率

收敛的情形．另外，文献 Ｇｏｌｅｃ＆Ｌａｄｄｅ［２８］，Ｇｉｖｏｎ，
Ｋｅｖｒｅｋｉｄｉｓ＆Ｋｕｐｆｅｒｍａｎ［２９］研究了关于均方收敛意
义下的随机平均化原理，文献 Ｇｏｌｅｃ［３０］和 Ｇｉｖｏｎ［２９］

得到了强收敛意义下的随机平均化原理．Ｚｈｕ［３１］和
Ｒｏｂｅｒｔｓ和Ｓｐａｎｏｓ［３２］等人的专著及综述中都对随机
平均法早期的发展做了详细介绍．Ｚｈｕ［５，９］的团队
提出并发展了高斯白噪声、谐和噪声等作用下单自

由度或多自由度拟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系统的随机平均理论
和方法，解决了五类拟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系统平均方程的求
解问题．Ｘｕ［３３］等建立了高斯色噪声驱动下一类随
机动力学系统的平均原理及高斯白噪声与色噪声

共同激励下一类单自由度系统的随机平均法［３４］．
近几年来，随机平均法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

并已被应用于各类随机动力系统动力学性质的研

究，其为研究更复杂的随机动力学系统和解决各种

激励下的随机动力学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方法．随机
平均的方法和理论也不再仅仅基于以高斯白噪声为

代表的不相关噪声激励下的随机动力学系统，具有

相关时间的分数高斯噪声激励、非高斯列维噪声及

Ｍａｒｋｏｖ切换的随机动力学系统（包含无穷维系统）
研究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本文根据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综述了

基于非高斯列维噪声、长相关性分数高斯噪声及

Ｍａｒｋｏｖ切换的随机复杂动力学系统（包含无穷维
系统）随机平均原理研究中的若干研究方向，并对

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进一步的研究做了展望．

１　基于非高斯列维噪声的随机平均原理

在以往的大部分研究中，为了处理起来简便，

研究人员考虑的都是高斯噪声，它是布朗运动的形

式导数，一般用来描述连续型的微小的随机因素．
在大多数情况下，高斯的假设是比较合理的，它满

足中心极限定理，而且由于处理起来比较简单，理

论推导比较容易，在许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然而，高斯噪声只是一种理想的噪声源，它刻画
的是正常扩散，即只能模拟均值在小范围内的起

伏，而不能模拟大幅度的涨落．在实际应用中，我们
遇到的许多噪声都是非高斯的，比如在生物医学中

的诱发电位噪声、低频的大气噪声以及各种其它人

为噪声等．这些噪声的非高斯性使得它们具有更强
的冲击性，其所服从的分布比起正态分布，具有更

多的尖峰与偶然性 （见图１），而且其密度函数的
拖尾与高斯密度函数相比，衰减的也更为缓慢 （见

图２）［３５］．这种情况下，以往基于高斯假定所得到
的结论就需要被重新考虑，我们需要寻求一种更加

广义，能够更好的与实际符合的分布，它的导数能

更好地用来描述我们所遇到的噪声．

图１　不同的稳定性指标对应的列维噪声的概率密度

函数Ｌα，β（ζ；Ｄ，μ）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ｅｎｓ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Ｌα，β（ζ；Ｄ，μ）

ｆｏｒＬéｖｙｎｏｉｓ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ｅｓ

图２　不同的偏斜参数对应的列维噪声的概率密度

函数Ｌα，β（ζ；Ｄ，μ），α＝１．２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ｅｎｓ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Ｌα，β（ζ；Ｄ，μ），α＝１．２

ｆｏｒＬéｖｙｎｏｉｓ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ｋｅｗｎｅｓ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Ｚｈｕ［３６］首先将随机平均法运用到泊松白噪声
激励下的非线性系统的研究中，Ｚｅｎｇ和 Ｚｈｕ［３７，４０］

研究了非高斯随机激励下非线性系统的随机平均

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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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Ｘｕ［４１］给出了非高斯列维噪声驱动下的随机动
力系统的平均原理，Ｘｕ［４２］还给出了在一类弱化的
李普希兹条件下非高斯列维噪声驱动下的随机动

力系统的平均原理，证明了平均后随机动力学系统

的解依概率和均方收敛于原系统的解，给出了随机

平均法的理论依据．Ｇｉｖｏｎ［４３］根据快变量存在的不
变测度，研究了两尺度跳扩散过程均方意义下的随

机平均原理，并得到相应的收敛阶为Ｏ（ｌｎε）：
ｄｘεｔ＝ａ（ｘεｔ，ｙεｔ）ｄｔ＋ｂ（ｘεｔ）ｄＢｔ＋ｃ（ｘεｔ）ｄＰｔ

ｄｙεｔ＝
１
ε
ｆ（ｘεｔ，ｙεｔ）ｄｔ＋

１

槡ε
ｇ（ｘεｔ，ｙεｔ）ｄＷｔ＋

　　ｈ（ｘεｔ，ｙεｔ）ｄＮε










ｔ

（３）

其中ｘεｔ是ｎ维跳扩散过程，ｙεｔ是ｍ维跳扩散过程．

函数ａ（ｘ，ｙ）∈Ｒｎ和ｆ（ｘ，ｙ）∈Ｒｍ是漂移项系数，函
数ｂ（ｘ）∈Ｒｎ×ｄ１和ｇ（ｘ，ｙ）∈Ｒｍ×ｄ２是扩散项系数，函
数ｃ（ｘ）∈Ｒｎ和 ｈ（ｘ，ｙ）∈Ｒｍ是跳扩散项系数，Ｂｔ
和Ｗｔ是ｄ１，ｄ２一维相互独立的 Ｗｉｅｎｅｒ过程，Ｐｔ是

参数为λ１的标量泊松过程，Ｎεｔ是参数为
λ２
ε
的标量

泊松过程，ε１．Ｌｉｕ进一步获得了收敛阶为Ｏ（槡ε）
的强收敛定理［４４，４５］．Ｘｕ和 Ｌｉｕ［４６］进一步在文献
［４３］的基础上研究了此类方程在 Ｐ阶矩意义下的
随机平均原理．Ｔｈｏｍｐｓｏｎ和 Ｋｕｓｋｅ［４７］等人研究了
快变量系统由加性 α稳定噪声激励且慢变量线性
依赖于快变量的非线性快 －慢变动力系统的随机
平均原理：

ｄｘεｔ＝ｆ（ｘεｔ，ｙεｔ）ｄｔ

εｄｙεｔ＝ｇ（ｘεｔ，ｙεｔ）ｄｔ＋ε
ｒｂｄＬ（α，β）{

ｔ

（４）

其中ｒ，ｂ是常数，参数ε是一个小参数，ε１，快变
量方程由加性 α稳定噪声驱动，ｄＬ（α，β）ｔ 服从

Ｓα β，（ｄｔ）
１

( )α 分布，α∈（１，２］．

２　基于分数高斯噪声的随机平均原理

在自然界等很多现象中的噪声往往表现出相

关性甚至是长相关性的显著特征，而分数布朗运动

为长相关性噪声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它

是一种比布朗运动更广泛的随机过程，具有的长相

关性、增量非独立性已经在金融［４８，４９］、地球物理

学［５０，５１］、生物学［５２，５３］和脑功能信号分析［５４，５５］等方

面有了一定的应用．１９６８年，Ｍａｎｄｅｌｂｒｏｔ和 Ｖａｎ
Ｎｅｓｓ［５６］首先定义了“分数布朗运动”，并给出分数
布朗运动的构造．此后，分数布朗运动驱动随机动

力系统的研究引起学者的关注．由于分数布朗运动
既不是半鞅又不是马尔可夫过程，使得随机积分这

个完备的理论基础并不适用于分数布朗运动的研

究．Ｘｕ［５７－５９］在前向路径积分意义下，根据 Ｋｈａｓ
ｍｉｎｓｋｉｉ平均法，研究具有长相关性分数布朗运动
的随机平均原理，证明了具有长相关性分数布朗运

动驱动的动力系统与平均后的随机动力系统在均

方意义下是收敛的，并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验证

了定理的正确性．Ｘｕ［６０，６１］还进一步研究了分数布
朗运动驱动的快－慢变系统的随机平均原理．Ｄｅｎｇ
和Ｚｈｕ［６２，６４］根据分数布朗运动驱动的两尺度随机动
力系统随机平均原理结果［６０，６１］，提出并发展了分数

高斯噪声等作用下单自由度或多自由度拟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系统的随机平均理论和方法，解决了拟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系
统平均方程的求解问题．

３　基于Ｍａｒｋｏｖ切换的随机平均原理

１９６１年 Ｋｒａｓｏｖｓｋｉｉ和 Ｌｉｄｓｋｉｉ［６５］首 次 提 出
Ｍａｒｋｏｖ切换系统．近些年来，Ｍａｒｋｏｖ切换系统在复
杂网络等非线性系统建模中起不可替代的作用，使

得其迅速成为国内外发展最活跃的前沿学科和研

究热点之一．所谓Ｍａｒｋｏｖ切换系统，即是以一个连
续时间有限状态的Ｍａｒｋｏｖ链来控制系统的切换时
刻和切换状态．由于 Ｍａｒｋｏｖ切换系统贴近应用背
景，数学描述清晰，可操作性强，因而很快成为复杂

网络及其他非线性系统建模的重要参考依据．事实
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着的各种各样的

复杂系统都可以通过复杂网络模型来描述．复杂网
络模型描述了复杂系统中元素之间、子系统之间、

层次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而当系统元件出现突发故障或突然修复状况，或突

然出现外部干扰，以及子系统连接方式发生突变

时，复杂网络系统很可能产生结构或参数上的突发

改变．例如种群系统中的环境噪音和地震等突发性
现象对种群数量变化的影响；通讯系统中数据交换

的障碍和机器故障对数据传输的影响；经济金融系

统中，国家宏观调控对经济变化的影响等等．考虑
到Ｍａｒｋｏｖ切换系统在描述系统结构或参数突然变
化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因此，选用Ｍａｒｋｏｖ切换系
统来描述网络的状态更加贴合实际应用背景．具有
Ｍａｒｋｏｖ切换的随机动力系统的随机平均原理得到
了广泛的研究．Ｙｉｎ［６６］研究了具有两尺度 Ｍａｒｋｏｖ
切换的跳扩散模型的随机平均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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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Ｘε（ｔ）＝ｆ（Ｘε（ｔ），αε（ｔ），ｔ）ｄｔ＋
ｇ（Ｘε（ｔ），αε（ｔ），ｔ）ｄｗ（ｔ）＋

∫Γｈ（Ｘε（ｔ），αε（ｔ），ｔ，γ）Ｎ（ｄｔ，ｄγ）
（５）

其中αε（ｔ）代表连续时间两尺度Ｍａｒｋｏｖ切换．以及
快变量慢变量耦合的Ｍａｒｋｏｖ切换调制两尺度随机
跳扩散过程的随机平均原理：

ｄＸεｔ ＝ｆ（Ｘεｔ，Ｚεｔ，α（ｔ））ｄｔ＋

ｇ（Ｘεｔ，Ｚεｔ，α（ｔ））ｄｗ＋

∫Γｈ（Ｘεｔ，Ｚεｔ，α（ｔ），γ）Ｎ（ｄｔ，ｄγ）
ｄＺεｔ ＝

１
ε
ｆ１（Ｘεｔ，Ｚεｔ）ｄｔ＋

１

槡ε
ｇ１（Ｘεｔ，Ｚεｔ）ｄ











 ｖ

（６）

其中Ｘεｔ是慢变量过程，Ｙεｔ是快变量过程，ｗ和ｖ是
相互独立的Ｗｉｅｎｅｒ过程，ε１，α（ｔ）代表连续时间
Ｍａｒｋｏｖ切换．Ｙｉｎ，Ｔａｌａｆｈａｇ和 Ｘｉ［６７］考虑了两尺度
Ｍａｒｋｏｖ切换调制的随机 Ｌｉéｎａｒｄ方程在弱收敛意
义下的随机平均原理：

ｄＸε１（ｔ）＝Ｘε２（ｔ）ｄｔ

ｄＸε２（ｔ）＝－（Ｘε２（ｔ）ｆ（Ｘε１（ｔ），αε（ｔ），ｔ）＋

ｇ（Ｘε１（ｔ），αε（ｔ），ｔ））ｄｔ＋

ｈ（Ｘε１（ｔ），αε（ｔ），ｔ）ｄｗ（ｔ













）

（７）

其中 αε（ｔ）代表连续时间两尺度 Ｍａｒｋｏｖ切换，
ｖ（ｔ）表示Ｗｉｅｎｅｒ过程．Ｂａｏ，Ｙｉｎ和 Ｙｕａｎ［６８］考虑了
加性α稳定噪声激励的两尺度随机微分方程的随
机平均原理．宦荣华教授和朱位秋院士［６９－７０］等人

给出了具有 Ｍａｒｋｏｖ切换的随机平均法，并用此方
法研究了Ｍａｒｋｏｖ切换多自由度随机拟不可积哈密
顿系统的概率１稳定性和在时滞反馈控制下Ｍａｒｋ
ｏｖ切换拟可积哈密顿系统的概率１稳定性．

４　无穷维随机动力系统的随机平均原理研究

以上提及的随机平均化原理的结果都是对有限

维空间中的系统而言．无穷维空间中随机系统的平
均化原理的研究晚了些，２００９年Ｃｅｒｒａｉ＆Ｆｒｅｉｄｌｉｎ［７１］

证明了加性噪声驱动的随机偏微分方程依概率收

敛意义下的平均化原理．在其后的文献［７２］中，Ｃｅｒ
ｒａｉ将上述结论作了推广，得到了乘性噪声驱动的
随机偏微分方程的平均化原理．Ｗａｎｇ＆Ｒｏｂｅｒｔｓ［７３］

证明了在混合假设（ｍｉｘｉｎｇ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条件下，随
机ＦＮ系统的慢分支过程 Ｘεｔ在均方意义下收敛于
一个“平均”方程，并且得到了其收敛速度的阶数．

Ｆｕ，Ｌｉｕ和 Ｄｕａｎ［７４，７５］考虑一个有界开区间上的双
时间尺度随机抛物方程，且此处所考虑的乘性型噪

声对快慢两个运动都有扰动，证明强收敛意义下的

平均化原理对于这类随机抛物方程是成立的，由于

考虑更为一般的乘性型噪声，因而其证明过程有所

不同，且比较复杂．Ｘｕ和 Ｌｉｕ推广了文献［７４，７５］
的结果，考虑了乘性列维噪声驱动的双时间尺度随

机抛物方程，证明强收敛意义（均方意义［７６］及Ｐ阶
矩意义［７７］）下的平均化原理对于这类随机抛物方

程是成立的．Ｐｅｉ，Ｘｕ和 Ｗｕ［７８］考虑了列维噪声驱
动的随机双曲抛物方程强收敛意义下的平均化原

理（均方意义）．

５　结语

本文仅就我们关心的领域对非高斯列维噪声、

分数高斯噪声、Ｍａｒｋｏｖ切换，及无穷维随机系统随机
平均原理的研究做了介绍，还有许多方面没有涉及．

目前来说，对于高斯白噪声、列维噪声激励的

有穷维系统的随机平均原理较为系统，已经存在大

量成熟的结果，而对于列维噪声、分数高斯噪声激

励的无穷维系统及含Ｍａｒｋｏｖ切换的随机系统的随
机平均原理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研究还相当地

少，特别是针对于乘性列维噪声、分数高斯噪声激

励的无穷维系统及含两尺度Ｍａｒｋｏｖ切换的随机平
均原理的研究是未来的重点．

参　考　文　献

１ ＫｏｐｅｒＭＴＭ．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ｉｘｅｄｍｏｄｅ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ａ

ｔｈｒｅ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ＶａｎｄｅｒＰｏｌＤｕｆｆ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ａ

ｃｒｏｓｓｓｈａｐｅｄｐｈａｓ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ＰｈｙｓｉｃａＤ，１９９５，８０（１）：７２～

９４

２ ＬａｒｔｅｒＲ，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ＣＧ，ＡｇｕｄａＢＤ．Ｆａｓｔｓｌｏｗ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ｉｘｅｄｍｏｄｅ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ｃｈａｏｓ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８８，８９（１０）：６５０６～６５１４

３ ＫｒｕｐａＭ，ＰｏｐｏｖｉｃＮ，ＫｏｐｅｌｌＮａｎｄＲｏｔｓｔｅｉｎＨ Ｇ．

Ｍｉｘｅｄｍｏｄｅ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ｔｈｒｅｅ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ｍｏｄｅｌｆｏｒ

ｔｈｅｄｏｐａｍｉｎｅｒｇｉｃｎｅｕｒｏｎ．Ｃｈａｏｓ，２００８，１８（１）：０１５１０６

４ ＲｕｂｉｎＪ，ＷｅｃｈｓｅｌｂｅｒｇｅｒＭ．Ｇｉａｎｔｓｑｕｉｄｈｉｄｄｅｎｃａｎａｒｄ：

ｔｈｅ３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ｆｔｈｅＨｏｄｇｋｉｎＨｕｘｌｅｙｍｏｄｅｌ．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２００７，９７（１）：５～３２

５ 朱位秋．非线性随机动力学与控制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理论体

系框架．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ＺｈｕＷＱ．Ｎｏｎｌｉｎ

６９１



第３期 许勇等：随机平均原理研究若干进展

ｅａｒ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

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６ ＺｈｕＷ Ｑ，ＨｕａｎｇＺＬ，ＳｕｚｕｋｉＹ．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Ｌｙａｐｕｎｏｖ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ｑｕａｓｉ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ｂｌｅＨａｍ

ｉｌｔｏｎ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０２，３７（３）：４１９～４３７

７ ＺｈｕＷＱ，ＹａｎｇＹＱ．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ｏｆｑｕａｓｉｎ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ｂｌｅ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Ｓ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１９９７，６４（１）：１５７～１６４

８ ＺｈｕＷＱ，ＨｕａｎｇＺＬ，ＹａｎｇＹＱ．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ｏｆｑｕａｓｉｉｎｔｅｇｒａｂｌｅ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Ｓ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１９９７，６４（４）：９７５～９８４

９ ＨｕａｎｇＺＬ，ＺｈｕＷＱ．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ｏｆｑｕａｓｉｇｅｎ

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０９，４４（１）：７１～８０

１０　ＶａｎｄｅｒＰｏｌＢ．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ｏｆｆｒｅｅａｎｄｆｏｒｃｅｄ

ｔｒｉｏｄ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ａｄｉｏ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２０，１：７０１～７１０

１１　ＢｅｒｎｄＫ，ＨｉｎｋｅＭＯ，ＪｏｒｇｅＧＶ．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ａｔｈ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ｖａｌｕ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７：２２１

～２５１

１２　ＢｒａｚａＰ，ＥｒｎｅｕｘＥ．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Ｈｏｐｆ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ｎＮＭＲｌａｓｅ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Ａ，

１９８９，４０（５）：２５３９

１３　ＤｕｂｂｅｌｄａｍＪＬ，ＫｒａｕｓｋｏｐｆＢ．Ｓｅｌｆ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ｌａｓｅｒｓ

ｗｉｔｈｓａｔｕｒａｂｌｅａｂｓｏｒｂ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ｐ

ｔｉｃ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９，１５９（４６）：３２５～３８

１４　ＥｒｎｅｕｘＴ，ＭａｎｄｅｌＰ．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ｉｎａｌａｓｅｒ

ｗｉｔｈａｓａｔｕｒａｂｌｅａｂｓｏｒｂｅｒ．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ＰｈｙｓｉｋＢＣｏｎ

ｄｅｎｓｅｄＭａｔｔｅｒ，１９８１，４４（４）：３６５～３７４

１５　ＢｏｇｏｌｉｕｂｏｖＮＮ，ＭｉｔｒｏｐｏｌｓｋｙＹＡ．Ａｓｙｍｐｔｏｔ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Ｇｏｒｄｏｎ

＆Ｂｒｅａｃ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６１

１６　ＳｏｒｏｋｉｎａＮＧ．ＯｎａｔｈｅｏｒｅｍｏｆＮＮＢｏｇｏｌｉｕｂｏｖ．Ｕｋｒａｉｎ．

Ｍａｔｈ．Ｚｈｕｒｎ，１９５９，１１：２２０～２２２

１７　ＶｏｌｏｓｏｖＶＭ．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Ｒｕｓｓｉａｎ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ｓ，１９６２，１７（６）：

１～１２６

１８　ＢｅｓｊｅｓＪＧ．Ｏｎｔｈｅａｓｙｍｐｔｏｔ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Ｍｅｃａｎｉｑｕｅ，１９６９，８（３）：

３５７～３７３

１９　ＳｔｒａｔｏｎｏｖｉｃｈＲＬ．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ｎｏｉｓｅ，

ＮｅｗＹｏｒｋ，ＧｏｒｄｏｎａｎｄＢｒｅａｃｈ，１９６３，１９６７，２

２０　ＫｈａｓｍｉｎｓｋｉｉＲ．Ｏｎ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ｄｅｆｉｎ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ａｓｍａｌ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ｒｏｂａ

ｂｉｌｉｔｙ＆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６６，１１（２）：２１１～２２８

２１　ＫｈａｓｍｉｎｓｋｉｉＲ．Ａｌｉｍｉｔｔｈｅｏｒｅｍｆｏｒ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ｒａｎｄｏｍ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ｓｉｄ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６６，１１（３）：３９０～４０６

２２　ＫｈａｓｍｉｎｓｋｉｉＲＺ．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ｆｏｒｐａｒａｂｏｌｉｃａｎｄ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ｆｏｒＭａｒｋｏｖ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ｗｉｔｈｓｍａｌｌ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１９６３，８（１）：１～２１

２３　ＫｈａｓｍｉｎｓｋｉｉＲＺ．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ｔｈｅＩｔｏ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Ｋｉｂｅｒｎｅｔｉｋａ，１９６８，４：

２６０～２７９

２４　ＶｅｒｅｔｅｎｎｉｋｏｖＡＹ．Ｏｎ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ｆ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

ＵＳＳＲＳｂｏｒｎｉｋ，１９９１，６９（１）：２７１～２８４

２５　ＶｅｒｅｔｅｎｎｉｋｏｖＡ．Ｙ．Ｏｎｌａｒｇｅ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ｆｏｒＳＤＥｓｗｉｔｈｆｕｌ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Ｐｒｏｂ

ａｂｉｌｉｔｙ，１９９９，２７（１）：２８４～２９６

２６　ＦｒｅｉｄｌｉｎＭＩ，ＷｅｎｔｚｅｌｌＡＤ．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ｗｅａｋ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０６，

１２３（６）：１３１１～１３３７

２７　ＦｒｅｉｄｌｉｎＭＩ，ＷｅｎｔｚｅｌｌＡＤ．Ｒａｎｄｏｍ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ｙ

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８

２８　ＧｏｌｅｃＪ，ＬａｄｄｅＧ．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ｓｉｎ

ｇｕｌａｒｌｙｐｅｒｔｕｒｂｅｄ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９０，３１（５）：１１１６～１１２３

２９　ＧｉｖｏｎＤ，ＫｅｖｒｅｋｉｄｉｓＩＧ，ＫｕｐｆｅｒｍａｎＲ．Ｓｔｒｏｎｇｃｏｎｖｅｒ

ｇ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ｓｆｏｒ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ｐｅｒ

ｔｕｒｂｅｄ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６，４（４）：７０７～７２９

３０　ＧｏｌｅｃＪ．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ｆ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

ｐａｔｈｗｉｓｅ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５，１３（３）：３０７～３２２

３１　ＺｈｕＷＱ．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ｒａｎｄｏｍｖｉｂｒａ

ｔｉｏｎ．ＡＳＭ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Ｒｅｖｉｅｗｓ，１９８８，４１（５）：

１８９～１９９

３２　ＲｏｂｅｒｔｓＪＢ，ＳｒａｎｏｓＰＤ．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ａｎａｐ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ｏｌｖｉｎｇｒａｎｄｏｍ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１９８６，２１

（２）：１１１～１３４

３３　ＸｕＹ，ＧｕＲＣ，ＺｈａｎｇＨＱ，ＸｕＷ，ＤｕａｎＪＱ．Ｓｔｏｃｈａｓ

ｔｉｃ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ｂｉｓｔａｂｌｅＤｕｆｆｉｎｇＶａｎｄｅｒＰｏｌ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

ｗｉｔｈｃｏｌｏｒｅｄｎｏｉｓ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Ｅ，２０１１，８３（５）：

０５６２１５

３４　ＸｕＹ，ＧｕｏＲ，ＪｉａＷＴ，ＬｉＪＪ．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ｆｏｒａ

ｃｌａｓｓ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ｎｏｉｓｅｓ．Ａｃｔ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２０１４，２２５（９）：２６１１～

２６２０

３５　ＸｕＹ，ＬｉＹ，ＺｈａｎｇＨ，ｅｔａｌ．Ｔｈｅ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ａ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ｏｇ

７９１



动　力　学　与　控　制　学　报 ２０１７年第１５卷

ｇ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Ｌéｖｙｎｏｉｓ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６，６：

３１５０５

３６　ＺｅｎｇＹ，ＺｈｕＷＱ．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ｏｆｑｕａｓｉｎｏｎｉｎ

ｔｅｇｒａｂｌｅ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ｎｄｅｒＰｏｉｓｓｏｎｗｈｉｔｅｎｏｉｓｅ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Ｓ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１，７８

（２）：８５６～８７５

３７　曾岩．非高斯随机激励下非线性系统的随机平均法

［博士学位论文］．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１０（ＺｅｎｇＹ．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 ｕｎｄｅｒ

ｎｏｎ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ｒａｎｄｏｍ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ｈＤＴｈｅｓｉｓ］．Ｈａｎｇ

ｚｈｏ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８　ＺｅｎｇＹ，ＺｈｕＷＱ．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ｏｆ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ｎｏｎ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ｗｉｄｅｂａｎｄｒａｎｄｏｍ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０，４５（５）：５７２～５８６

３９　ＺｅｎｇＹ，ＺｈｕＷ Ｑ．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ｏｆｑｕａｓｉｌｉｎｅ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Ｐｏｉｓｓｏｎｗｈｉｔｅｎｏｉｓ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０，２５（１）：９９～１０７

４０　ＺｅｎｇＹ，ＺｈｕＷＱ．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ｏｆ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ｎｏｎ

ｌｉｎｅａｒ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ｓｕｎｄｅｒｐｏｉｓｓｏｎｗｈｉｔｅｎｏｉｓｅ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Ｕ

ＴＡＭ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１，２９（２）：１４７～１５５

４１　ＸｕＹ，ＤｕａｎＪ，ＸｕＷ．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ｆｏｒｓｔｏｃｈａｓ

ｔｉｃ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Ｌéｖｙｎｏｉｓ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Ｄ，２０１１，

２４０（１７）：１３９５～１４０１

４２　ＸｕＹ，ＰｅｉＢ，ＬｉＹＧ．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ｆｏｒ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ｓｔｏｎｏｎ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

Ｌéｖｙｎｏｉｓ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３８（１１）：２１２０～２１３１

４３　ＧｉｖｏｎＤ．Ｓｔｒｏｎｇ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ｆｏｒｔｗｏ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ｊｕｍｐ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ｉａ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６（２）：５７７～５９４

４４　ＬｉｕＤ．Ｓｔｒｏｎｇ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０，８（４）：９９９～１０２０

４５　ＬｉｕＤ．Ｓｔｒｏｎｇ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ｆｏｒｊｕｍｐ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２，７（２）：３０５～３２０

４６　ＸｕＪ，ＭｉａｏＹ．Ｌｐ（ｐ＞２）ｓｔｒｏｎｇ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ａｎａｖｅｒａ

ｇ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ｆｏｒｔｗｏ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ｓｊｕｍｐ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ｓｔｏｃｈａｓ

ｔ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ＨｙｂｒｉｄＳｙｓ

ｔｅｍｓ，２０１５，１８：３３～４７

４７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Ｗ，ＫｕｓｋｅＲ，ＭｏｎａｈａｎＡ．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

ｇｉｎｇ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ｓｆｏｒｃｅｄ

ｗｉｔｈαｓｔａｂｌｅｎｏｉｓｅ．Ｓｉａ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１３（４）：１１９４～１２２３

４８　ＢａｃｋｕｓＤＫ，ＺｉｎＳＥ．Ｌｏｎｇｍｅｍｏｒｙ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ｅｒ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ａｔ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ＭｏｎｅｙＣｒｅｄｉｔａｎｄＢａｎｋｉｎｇ，１９９３，２５（３）：７０１～７０８

４９　ＲｏｓｔｅｋＳ．ＯｐｔｉｏｎＰｒｉｃｉｎｇｉ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ｒｏｗｎｉａｎＭａｒｋｅｔ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Ｂｅｒｌｉｎ，２００９

５０　ＧｒａｎｇｅｒＣＷ，ＪｏｙｅｕｘＲ．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ｌｏｎｇｍｅｍｏｒｙ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１０，１（１）：１５～２９

５１　ＭａｎｄｅｌｂｒｏｔＢＢ，ＷａｌｌｉｓＪＲ．Ｓｏｍｅｌｏｎｇｒｕ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６９，５

（２）：３２１～３４０

５２　ＰｅｎｇＣＫ，ＨａｖｌｉｎＳＶ，ｅｔａｌ．Ｍｏｓａ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ＮＡ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Ｅ，１９９４，４９（２）：１６８５

５３　ＲｏｃｈｅＳ，ＢｉｃｏｕｔＤ，ｅｔａｌ．Ｌｏｎｇｒａｎｇ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ＤＮＡ：ｓｃａｌｉｎｇ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ｒ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３，９１（２２）：２２８１０１

５４　ＭａｘｉｍＶ，ＳｅｎｄｕｒＬ，ｅｔａｌ．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ｎｏｉ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ＲＩａｎｄ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Ｎｅｕｒｏｉｍａｇｅ，

２００５，２５（１）：１４１～５８．

５５　ＷｉｎｋＡＭ，ＢｅｒｎａｒｄＦ，ｅｔａｌ．Ａｇｅａｎｄｃｈｏｌｉｎｅｒｇ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ｈｉｐ

ｐｏｃａｍｐｕｓ．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Ａｇｉｎｇ，２００６，２７（１０）：１３９５

５６　ＭａｎｄｅｌｂｒｏｔＢＢ，ＶａｎＮｅｓｓＪＷ．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ｒｏｗｎｉａｎｍｏ

ｔｉｏｎ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ｎｏｉｓ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ｉａｍ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６８，１０（４）：４２２～４３７

５７　ＸｕＹ，ＧｕｏＲ，ｅｔａｌ．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ｆｏ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ｒｏｗｎｉａｎｍｏｔｉｏｎ．Ｄｉｓ

ｃｒｅｔ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ｅｒｉｅｓＢ，２０１４，

１９（４）：１１９７～１２１２

５８　ＸｕＹ，ＰｅｉＢ，ＷｕＪＬ．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ｎｏｎ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ｄｒｉｖ

ｅｎｂｙ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ｒｏｗｎｉａｎｍｏｔｉｏｎ．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１７，１７：１７５００１３

５９　ＸｕＹ，ＰｅｉＢ，ＬｉＹＧ．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ｆｏｒ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ｄｅｌａｙ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ｒｏｗｎｉａｎｍｏｔｉｏ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１）：１～１０

６０　ＸｕＹ，ＰｅｉＢ，ＧｕｏＲ．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ｆｏｒｓｌｏｗｆａｓ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ｒｏｗｎｉａｎｍｏｔｉｏｎ．Ｄｉｓ

ｃｒｅｔ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ｅｒｉｅｓＢ，２０１５，

２０（７）：２２５７～２２６７

６１　ＸｕＹ，ＧｕｏＲ，ｅｔａｌ．Ａｌｉｍｉｔｔｈｅｏｒｅｍｆｏｒ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

ｓｌｏｗｆａｓ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ｒｏｗｎｉａｎｍｏ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ｔ

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４，４（１）：２２～２５

６２　ＬüＱＦ，ＤｅｎｇＭＬ，ＺｈｕＷ Ｑ．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ｏｆ

ｑｕａｓｉｉｎｔｅｇｒａｂｌｅａｎｄｒｅｓｏｎａｎｔ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ｘｃｉｔｅｄ

ｂｙ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ｎｏｉｓｅｗｉｔｈＨｕｒｓｔｉｎｄｅｘ１／２＜Ｈ＜１．

Ａｃｔ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Ｓｏｌｉｄ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３０（２）：１１～１９

６３　ＤｅｎｇＭＬ，ＺｈｕＷＱ．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ｄ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８９１



第３期 许勇等：随机平均原理研究若干进展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ｔｏ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ｎｏｉｓｅｗｉｔｈＨｕｒｓｔｉｎｄｅｘｂｅ

ｔｗｅｅｎ１／２ａｎｄ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５，８２

（１０）：１０１００８

６４　ＤｅｎｇＭＬ，ＺｈｕＷＱ．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ｏｆｑｕａｓｉｎ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ｂｌｅ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ｎｄｅｒ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ｎｏｉｓｅ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１６，８３（１２）：

１０１５～１０２７

６５　ＫａｔｓＩ，ＫｒａｓｏｖｓｋｉｉＮ．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ｒａｎ

ｄｏｍ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ｓ，１９６０，２４（５）：１２２５～１２４６

６６　ＹｉｎＧ，ＹａｎｇＨ．Ｔｗｏ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ｊｕｍｐ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

ｗｉｔｈＭａｒｋｏｖｉａｎ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ｒｅｇｉｍｅｓ．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ｏ

ｃｈａｓｔ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０４，７６（２）：７７～９９

６７　ＹｉｎＧ，ＴａｌａｆｈａＹ，ＸｉＦ．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Ｌｉéｎａｒｄ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

ｒａｎｄｏｍ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ｔｗｏ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０１４，４３（７）：１５３３～１５４７

６８　ＢａｏＪ，ＹｉｎＧ，ＹｕａｎＣ．Ｔｗｏ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ａｌｐｈａｓｔａｂｌｅｎｏｉｓｅｓ：Ａｖｅｒ

ａｇ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２０１７，２３（１）：６４５～６６９

６９　ＨｕａｎＲＨ，ＺｈｕＷ，ＭａＦ，ｅｔ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ａ

ｃｌａｓｓ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Ｍａｒｋ

ｏｖｉａｎｊｕｍｐｓ．ＡＳ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５，

８２（５）：０５１００８

７０　ＨｕａｎＲＨ，ＺｈｕＷＱ，ＭａＦ，ｅｔａｌ．Ａｓｙｍｐｔｏｔｉｃ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ａｃｌａｓｓ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Ｍａｒｋｏｖｉａｎｊｕｍｐｓ．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１６，４５（５）：１３～２１

７１　ＣｅｒｒａｉＳ．Ａｋｈａｓｍｉｎｓｋｉｉｔｙｐｅ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ｆｏｒｓｔｏ

ｃｈａｓｔｉｃ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０８，１９（３）：８９９～９４８

７２　ＣｅｒｒａｉＳ，ＦｒｅｉｄｌｉｎＭ．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ｆｏｒａｃｌａｓｓｏｆ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ｉｅｌｄｓ，２００９，１４４（１２）：１３７～１７７

７３　ＷａｎｇＷ，ＲｏｂｅｒｔｓＡＪ．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ｎ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ｏ

ｃｈａｓｔｉｃＦｉｔｚＨｕｇｈＮａｇｕｍｏｓｙｓｔｅｍ．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ＮｅｗＺｅａ

ｌ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８，５０：

２９２～３０７

７４　ＦｕＨ，ＤｕａｎＪ．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ｆｏｒｔｗｏ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ｓ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１１，１１：３５３～３６７．

７５　ＦｕＨ，ＬｉｕＪ．Ｓｔｒｏｎｇ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ｉｎ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ｆｏｒｔｗｏ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ｓ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１，３８４（１）：７０～８６

７６　ＸｕＪ，ＭｉａｏＹ，ＬｉｕＪ．Ｓｔｒｏｎｇ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ｆｏｒｓｌｏｗ

ｆａｓｔＳＰＤＥｓｗｉｔｈＰｏｉｓｓｏｎｒａｎｄｏｍ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Ｂ，２０１５，２０（７）：２２３３～

２２５６

７７　ＸｕＪ．Ｌｐｓｔｒｏｎｇ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ｆｏｒ

ｓｌｏｗｆａｓｔＳＰＤＥｓｗｉｔｈｊｕｍｐ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７，４４５（１）：３４２～３７３

７８　ＰｅｉＢ，ＸｕＹ，ＷｕＪＬ．Ｔｗｏ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ｓ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ｐａｒａ

ｂｏｌｉｃ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Ｐｏｉｓｓｏｎｒａｎｄｏｍ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Ｅｘ

ｉｓｔｅｎｃｅ，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７，４４７（１）：

２４３～２６８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３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７，ｒｅｖｉｓｅｄ１８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７．
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１１３７２２４７，１１５７２２４７）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ｈｓｕｘ３＠ｎｗｐｕ．ｅｄｕ．ｃｎ

ＳＯＭＥＲＥＣ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ＯＦ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ＸｕＹｏｎｇ　ＰｅｉＢｉｎ　ＸｕＷｅｉ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ｃ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ｒ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ｗ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ｎｏｎ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Ｌéｖｙｎｏｉｓ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ｎｏｉｓｅａｎｄｃｏｍ
ｐｌｅｘ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Ｍａｒｋｏｖ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ｏｎ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Ｌéｖｙｎｏｉｓ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ｎｏｉｓｅ，　Ｍａｒｋｏｖ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ｃｏｍｐｌｅｘ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９９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