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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目的在于将这些估静用于 eP ll 氏方程的最刁
、

解简题及模 户的最小
”
次非剩余

朋题
.

此外本文还要在广义 iR e m an
n
猜想之下来衬输最小

,
次非剩余朋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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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二 o 或 1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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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枯果改良了华罗庚 17J 的桔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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