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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过检验以上这些根都能使方程 X^6 + X^5 + X^4 + 

X^3 + X^2 + X^1 ＝ 1 两边的值相等。所以，它们都是方程

X^6 + X^5 + X^4 + X^3 + X^2 + X^1 ＝ 1 的根。

从这里可以看到 a_n X^n + a_(n – 1) X^(n – 1) + a_2 

X^2… + a_2 X^2 + a_1 X^1 + Ｃ＝ 0（a_n 为复数，n 为自然

数，Ｃ为常数）的一元 n 次方程已经被破解。

可见，一元 n 次方程，大于 5 次方的一般方程没法解，

从现在起，已经是历史了 [1]。

2 论证

如果一元 n 次方程有一个根 X ﹦ a + bi（a、b 为实数、

i 为虚数单位），那么，这个根坐落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上的

横坐标处的长度为：

 | a |  +  | b | ＝ M（M 为正实数）[2]。其证明如下：

因为一元二次方程 AX^2 + BX + Ｃ＝ 0（A ≠ 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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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针对一元n次方程，大于5次方的一般方程进行详细的剖析。

X^6 + X^5 + X^4 + X^3 + X^2 + X^1﹦1

以上这个方程它们的根分别是：

X_1≈0.504；X_2≈ – 1.19；X_3＝0.47517 + 0.99579i；

X_4＝0.4735 – 0.9971i；X_5＝ – 0.6313 + 0.9825i；

X_6＝ – 0.6313 – 0.9825i．

以上，“i”的符号为虚数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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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X ＝ a + bi.

A（〖a + bi）〗^2 + B（a + bi） + Ｃ＝ 0

A（"a" ^2 + 2abi – b^2） + Ba + Bbi + Ｃ＝ 0

Aa^2 + 2abAi – Ab^2 + Ba + Bbi + Ｃ＝ 0

  Aa^2 – Ab^2 + Ba + Ｃ＝ 0 （1）

     2abA + Bb ＝ 0 （2）

由（2）得：

     a ＝ – B/2A （3）

又设 | a |  +  | b | ＝ M（M 为常数）.

＜ 1 ＞当 a ＜ 0，b ＞ 0 时，b ＝ M + a.

把 b ＝ M + a 代入（1）得：

Aa^2 – A〖（M + a）〗^2 + Ba + Ｃ＝ 0

Aa^2 – AM^2 – 2MaA – Aa^2 + Ba + Ｃ＝ 0

a ＝ (AM^2 – Ｃ )/(B – 2MA)

∴ – B/2A ＝ (AM^2 – Ｃ )/(B – 2MA)

∴ 2A^2 M^2 – 2BAM – 2A Ｃ + B^2 ＝ 0

∴ M ＝ (2BA± √ (〖（ – 2BA）〗^2-4（2A^2）（ – 

2AＣ + B^2）))/(2（2A^2）)＝ (B±√ (〖 – B〗̂2 + 4AＣ ))/2A；

所以，b ＝ M + a ＝ (B± √ (〖 – B〗̂ 2 + 4A Ｃ ))/2A + ( 

– B)/2A ＝ (± √ (〖 – B〗^2 + 4A Ｃ ))/2A.

＜ 2 ＞当 a ＜ 0，b ＜ 0 时，b ＝ – M – a.

把 b ＝ – M – a 代入上式（1）得：

Aa^2 – A〖（ – M – a）〗^2 + Ba + Ｃ＝ 0

Aa^2 – AM^2 – 2AMa – Aa^2 + Ba + Ｃ＝ 0

 – AM^2 – 2AMa + Ba + Ｃ＝ 0

∴ a ＝ ( – AM^2 + Ｃ )/(2AM – B)

又∵ a ＝ ( – B)/2A

∴ ( – B)/2A ＝ ( – AM^2 + Ｃ )/(2AM – B)

∴ – AMB + B^2 ＝ – 2A^2 M^2 + 2A Ｃ

∴ 2A^2 M^2 – 2AMB + B^2 – 2A Ｃ＝ 0

M ＝ (2AB± √ (〖（2AB）〗^2-4（2A^2）（B^2 – 2A

Ｃ）))/(2（2A^2）) ＝ (B± √ ( – B^2 + 4A Ｃ ))/2A

∴ b ＝ – M – a0 ＝ ( – B  √ (B^2 + 4A Ｃ ))/2A – ( – 

B)/2A ＝ (  √ (〖 – B〗^2 + 4A Ｃ ))/2A.

＜ 3 ＞当 a ＞ 0，b ＞ 0 时， | a |  +  | b | ＝ M，b ＝ M – a.

把 b ＝ M – a 代入上式﹙ 1 ﹚得：

Aa^2 – A〖（M – a）〗^2 + Ba + Ｃ＝ 0

〖Aa〗^2 – AM^2 + 2AMa – Aa^2 + Ba + Ｃ＝ 0

 – AM^2 + 2AMa + Ba + Ｃ＝ 0

∴ a ＝ (AM^2 – Ｃ )/(2AM + B)

又∵ a ＝ ( – B)/2A

∴ ( – B)/2A=(AM^2 – Ｃ )/(2AM + B)

∴ 2A^2 M^2 – 2A Ｃ＝ – 2ABM – B^2

2A^2 M^2 + 2ABM + B^2 – 2A Ｃ＝ 0

M ＝ (-2AB± √ (〖（2AB）〗^2-4×2A^2 （B^2 – 2A

Ｃ）ac))/(2×2A^2 a)

＝ (-2AB± √ (4A^2 B^2-8A^2 B^2 + 16A^3 Ｃ ))/(4A^2 )

＝ (-2AB± √ ( – 4A^2 B^2 + 16A^3 Ｃ ac))/(4A^2 a)

＝ (-B± √ ( – B^2 + 4A Ｃ ac))/2Aa

所以，b ＝ M – a ＝ (-B± √ (〖 – B〗^2 + 4A Ｃ ac))/ 

2Aa – ( – B)/2A

＝ (± √ ( – B^2 + 4A Ｃ ac))/2Aa.

又例如：X^3 + X + A ＝ 0，设，X ＝ a + bi（a、b 为实数，

i 为复数单位），

那么，〖（a + bi）〗^3 + X + A ＝ 0

那么，（a^2 – b^2 + 2abi）（a + bi） + （a + bi） + A ＝ 0

a^3 + a^2 bi – ab^2 – b^3 i + 2a^2 bi – 2ab^2 + a + bi + A ＝ 0

所以：

   a^3 – 3ab^2 + a + A ＝ 0 （4）

  a^2 b – b^3 + 2a^2 b + b ＝ 0 （5）

由（5）得：

   a^2 – b^2 + 2a^2 + 1 ＝ 0 （6）

由（6）得：

    b^2 ＝ 3a^2 + 1 （7）

把（7）代入（4）得，a^3 – 3a（〖3a〗^2 + 1） + a + 

A ＝ 0

所以，a^3 – 9a^3 – 3a + a + A ＝ 0  

所以：

    – 8a^3 – 2a + A ＝ 0 （5）

如果， | a |  +  | b | ＝ M，

＜ 1 ＞当 a ＞ 0，b ＞ 0 时，b ＝ M – a.

把 b ＝ M – a 代入（4）a^3 – 3ab^2 + a + A ＝ 0，得：

a^3 – 3a〖（M – a）〗^2 + a + A ＝ 0

a^3 – 3a（M^2 – 2Ma + a^2 ） + a + A ＝ 0

a^3  – 3aM^2 + 6a^2 M – 3a^3 + a + A ＝ 0

所以，3aM^2 – 6a^2 M + 2a^3 – a – A ＝ 0

所以，M ＝ x (6a^2± √ (〖（6a^2）〗^2-4×3a（2a^3 

– a – A）ac))/(2×3aa)

＝ ( 6 a ^ 2 ± √ ( 3 6 a ^ 4 - 2 4 a ^ 4  +  1 2 a ^ 2  + 

12aAac)) /6aa ＝ (3a^2± √ (3a^4 + 3a^2 + 3aA)) / 

3a

＜ 2 ＞当 a ＞ 0，b ＜ 0 时， | a |  +  | b | ＝ M，

所以，b ＝ – M + a.

所以，把 b ＝ – M + a 代入上式（4）得：

a^3 – 3a〖（ – M + a）〗^2 + a + A ＝ 0

a^3 – 3a（M^2 – 2Ma + a^2） + a + A ＝ 0

a^3 – 3aM^2 + 6a^2 M – 3a^3 + a + A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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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3aM^2 – 6a^2 M + 2a^3 – a – A ＝ 0 

所以，M ＝ (6a^2± √ (〖（6a^2）〗^2-4×3a（2a^3 – 

a – A）ac))/(2×3aa)

所以，M ＝ (6a^2± √ (36a^4-24a^4 + 12a^2 + 12aAac))/ 

6aa

＝ (6a^2± √ (12a^4 + 12a^2 + 12aA))/6aa

＝ (3a^2± √ (3a^4 + 3a^2 + 3aAac))/3aa.

b ＝ – M + a ＝ (3a^2± √ (3a^4 + 3a^2 + 3aAac))/3aa + 

(3a^2)/3a

＝ (  √ (〖3a〗^4 + 3a^2 + 3aA))/3aa.

＜ 3 ＞当 a ＜ 0，b ＜ 0 时， | a |  +  | b | ＝ M，b ＝ – M – a.

把b＝ – M – a代入上式（4）a^3 – 3ab^2 + a + A＝0，得：

a^3 – 3a〖（ – M – a）〗^2 + a + A ＝ 0

a^3 – 3a（M^2 + 2aM + a^2） + a + A ＝ 0

a^3 – 3aM^2 – 6a^2 M – 3a^3 + a + A ＝ 0

所以，3aM^2 + 6a^2 M + 2a^3 – a – A ＝ 0

所以，M ＝ ( – 6a^2± √ (〖（6a^2）〗^2-4×3a（2a^3 

– a – A）ac))/(2×3aa)

所以，M ＝ ( – 6a^2± √ (36a^4-24a^4 + 12a^2 + 12aA))/6a

＝ ( – 6a^2± √ (12a^4 + 12a^2 + 12aA))/6a

＝ ( – 3a^2± √ (3a^4 + 3a^2 + 3aAac))/3aa

所 以，b ＝ – M – a ＝ – ( – 3a^2± √ (3a^4 + 3a^2 + 

3aAac))/3aa – (3a^2)/3a

＝ (  √ (3a^4 + 3a^2 + 3aA))/3a.

＜ 4 ＞当 a ＜ 0，b ＞ 0 时， | a |  +  | b | ＝ M，b ＝ M + a.

把 b ＝ M + a 代入上式（4）a^3 – 3ab^2 + a + A ＝ 0，得：

a^3 – 3a〖（M + a）〗^2 + a + A ＝ 0

所以，a^3 – 3a（M^2 + 2Ma + a^2） + a + A ＝ 0

a^3 – 3aM^2 – 6a^2 M – 3a^3 + a + A ＝ 0

即，3aM^2 + 6a^2 M + 2a^3 – a – A ＝ 0

所以，M ＝ ( – 6a^2± √ (〖（6a^2）〗^2 – 4×3a（2a^3 

– a – A）ac))/(2×3aa)

＝ (–6a^2± √ (36a^4 – 24a^4 + 12a^2 + 12aAac))/6aa

＝ ( – 6a^2± √ (12a^4 + 12a^2 + 12aA))/6a

＝ ( – 3a^2± √ (3a^4 + 3a^2 + 3aA))/3a

所以，b ＝ M + a ＝ (-3a^2± √ (3a^4 + 3a^2 + 3aA))/3a 

+ (3a^2)/3a

＝ (± √ (3a^4 + 3a^2 + 3aAac))/3aa.

综上所述：从一元二次方程AX^2 + BX + Ｃ＝0（A≠0），

设根为 X ＝ a + bi（a，b 为实数，i 为虚数单位）， | a |  +  | 

b | ＝ M（M 为正实数），M ＝ (B± √ ( – B^2 + 4A Ｃ ))/2A

与 M ＝ (-B± √ ( – B^2 + 4A Ｃ ))/2A 可 看 到，a 的 值 只

有绝对值的时侯才能相等，即， | B/2A | ＝ | ( – B)/2A | ， 

b ＝ (± √ ( – B^2 + 4A Ｃ ))/2A 与 b ＝ (  √ (〖 – B〗^2 + 

4A Ｃ ))/2A 可看到，b 的值只有绝对值的时侯才能相等，即， 

| (± √ (〖 – B〗^2 + 4A Ｃ ))/2A | ＝ | (  √ (〖 – B〗^2 + 

4A Ｃ ))/2A | ，又从一元三次方程，如 X^3 + X + A ＝ 0，设

X ＝ a + bi（a，b 为实数，i 为虚数单位）， | a |  +  | b | ＝

M（M 为正实数），M ＝ (-a^2± √ (3a^4 + 3a^2 + 3aA))/3a

与 M ＝ (a^2± √ (3a^4 + 3a^2 + 3aA))/3a 可看到，a 的值只

有绝对值的时侯才能相等，即 | ( – a^2)/3a | ＝ | a^2/3a | ，b

＝ (± √ (3a^4 + 3a^2 + 3aA))/3a 与 b ＝ (  √ (3a^4 + 〖3a〗

^2 + 3aA))/3a 可看到，b 的值只有绝对值的时侯才能相等 [3]，

即， | (± √ (3a^4 + 3a^2 + 3aA))/3a | ＝ | (  √ (3a^4 + 3a^2 

+ 3aA))/3a | .

可见，一元 n 次方程 a_n X^n + a_(n – 1) X^(n – 1) + a_(n 

– 2) X^(n – 2) + … + a_2 X^2 + a_1 X^1 + m ＝ 0 的根 X ＝ a 

+ bi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上坐标点的值为： | a |  +  | b | ＝ M.

3 结语

论文的第一段代数方程例子是引自本人证明哥德巴赫

猜想 1 + 1 ＝？的内容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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