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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组合数学主要以计数研究为主，递推数列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计算科学特别是算法分析中有着

广泛的应用。对于递推数列方程组问题，文[1]参考中学二元、三元方程组的解法，利用消元的思想进行求

解，文[2]结合母函数，对一道特殊递推方程组进行研究，对于n元的问题用此法求解相当的复杂，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文[3]依靠矩阵（线性方程组），对常系数齐线性递归方程组给出了一般解的结构。经过研究，结合

母函数和行列式等知识给出一种较为简便的求法，并将其推广到n元递推数列组，希望能给读者一些参考。

定义１ 对数列{An}中的各项A0，A1，A2，…，构造函数 ，称G（x）为数列{An}的母函数，并规

定G（x）可以能够像多项式那样进行四则运算，并不考虑敛散性。

定义２ 设有m个数列 ，其相互间满足如下的关系式：

（i=1，2，…，m，且k，l∈N）…（）

其中b（i）是常数或关于n的指数函数，则称（）为递推数列组。初值条件为A1
（k）=d（k）（k=1，2，…，m），其中

d（k）为已知常数。

2 递推数列组及解法

2.1 （i=1，2，…，m）型。

2.1.1 用xn乘以数列组（）的每个方程的两边，并对于n从0到∞求和，得到如下方程：

2.1.2 令 ，则

整理得

2.2 （i=1，2，…，m）型。

2.2.1 用xn乘以数列组（）的每个方程的两边，并对于n从0到∞求和，得到如下方程：

2.2.2 令 ，则

在数列组（*）、（**）中，把G（i）（x）与G（j）（x）看做自变量，其它的量都视为已知量，记D为数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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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数行列式，D（i）是把D中第i列元素换以数列组（*）、（**）的常数项，而得到m阶行列式。由克莱默法则

知：当D≠0时，数列组（*）、（**）都有唯一解，记作 （ ），p（i）（x）不能进行因式分解，

其中 。然后将G（i）（x）表示为 形式，其中λ（i）
（j）是待定常数。再根据

及 和 ，将G（i）（x）展开成 的形式，根据母函数的

定义知 。最后根据初值条件A1
（k）=d（k），（k=1，2，…，m），求出λ（i）

（j），（i=1，2，…，m）即可。

3 应用举例

例1 设数列{an}和{bn}满足a0=1，b0=0，且 （n=1，2，3…），

求证：an是完全平方数。（2000年全国高中联赛加试题）

解：由题知a0=1，b0=0，则a1=7，a2=49。用xn乘以⑴式的每一个方程的两边，并对于n从0到∞求和，得到

如下方程：

令 ， ，则

整理得

由克莱默法则有：（***）式的系数行列式为 ，所以

设 ，则

所以 解得

因此

因为 为正偶数，所以an是完全平方数．

例2 求下列递推数列组 ，且满足a1=b1=c1=1

解：由题知a1=1，b1=1，c1=1，则a0=1，a2=3，b0=0，c0=0用xn乘以⑴式的每一个方程的两边，并对于n从0到

∞求和，得到如下方程：

令 ， ，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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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得

由克莱默法则有：（****）式的系数行列式为 ，所以

设 ，则 ，所以

解得 ，因此

同理

4 评注
在递推数列组 ，（i=1，2，…，m，且k，l∈N）…（）中，方程的个数小于未知量（即数列

项）的个数，根据文[5]知：这个线性方程组要么无解，要么有无穷多个解。如果我们通过母函数 ，

就可以将数列组（）转化为方程个数等于未知量（即G（i）（x））个数的数列组（*）或（**）式，然后根据克莱默法

则知：当D≠0时，数列组（*）、（**）都有唯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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