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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次函数 Euler公式的一类推广

郭求知，夏建业，宁光荣

（广东金融学院 应用数学系，广东 广州 510521）

摘 要：通过使可微多元齐次函数的条件一般化，将 k次齐次函数的 Euler公式推广到了一般情形，给
出了相关结论，为一类多元函数偏导数求解问题提供了简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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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eading Euler Formula of Homogeneous Function

Guo Qiuzhi，Xia Jianye，Ning Guangrong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Guangzhou 510521，China）

Abstract：By generalizing the condition of differential homogeneous function, spreads the k-Euler formula of  homo-
geneous function to common case and presents some correlation theorems and corollaries. Provides a simple and conve-
nient method to solve the partial derivartive of a kind of multivariat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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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多元函数的偏导数应用较广[1-4]，求偏导数是数

学和其他科技工作者经常遇到的问题。多元函数偏

导数的求法，是人们关注的重点[5-7]，一般采用传统

的“链式法则”，该方法过程复杂，计算量大。齐次

函数的 Euler公式的应用范围较广[8-10]，用它可简化

求多元函数偏导数的过程。

本文把可微多元齐次函数的条件一般化，将 k
次齐次函数的 Euler公式推广到一般情形，给出了相
关结论，为一类多元函数的偏导数求解问题提供了

一种简便的方法。

1 引理及主要结论

定义 1 若 n元函数 满足：

，

则称函数 为 k次齐次函数。

引理 1 若函数 是 k次齐次函数，

且有连续偏导数，则有  ；反之，有连续

偏导数的函数，如果适合上式，则是 k次齐次函数。

引理 1 中等式 ，称为齐次函数的

Eular公式。
将多元齐次函数的条件

一般化为：

，

由多元函数偏导数理论，有下述定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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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1 若函数 满足：

，           （1）

k i
不全为 0，且有连续偏导数，则有 。

证明 将式（1）两端对 t求偏导数，得：

 
，

令 t=1，有

，

定理得证。

在定理 1中，

1）令k1=k2=…=kn=1，则得引理1中的Euler公式。

2）令 k1=1，则定理 1的条件变为：

 。

当 tx1=1，即 ，从而有，

 
，

此时，f与 t无关。
类似地考察 ki

，i=2, 3, …,n，得推论 1。

推论 1 设函数 满足：

，

若 k i=1，则有

=

 
。

2 应用举例

例 1 若 ，其中 f是任意

可微的函数，求证 。

证法 1 用传统的“链式法则”。

=

，

，

，

所以

 。

证毕。

证法 2 用文中定理 1。

因为 满足：

，t >0。

由定理 1得：

 。

证毕。

比较 2种证明方法可以看出，对满足齐次函数条
件的多元函数，用定理 1的结论，可以很快捷地解决
一些有关偏导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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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低碳发展 2011》绿皮书在京发布

2011年3月2日上午，湖南工业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合作重大科

研成果——《中国城市低碳发展 2011》绿皮书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新闻发布会由湖

南工业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经济杂志社和全球低碳城市联合研究中

心联合举办。该书是我国第一本全面、客观、系统地反映我国110个地级以上城市低碳发展状

况的绿皮书，是湖南工业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研究在社科领域的又一重大新突破，是积

极服务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又一突出新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

家华、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张新平，湖南工业大学校长王汉青，经济杂志社社长陈志强出席新闻

发布会并讲话。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人民网等 15家中央级媒体参加

了此次发布会。

                                                                                                                                                 （陈金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