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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线段动力系统、圆周动力系统、符号动力系统到一般动力系统，从纯拓扑方法到遍历理论
方法，系统地介绍拓扑动力系统的基本内容，并结合这些基本内容的介绍，总结了作者30多年来在这
些方面的科研成果．本书共分七章和三个附录，第1章在最一般意义下介绍拓扑动力系统的研究框架
；第2章讨论一维(线段和圆周)动力系统；第3章讨论符号动力系统：从第4章，开始讨论一般动力系统
，系统介绍从遍历理论基本思想引申出的几个基本问题，包括测度中心和极小吸引中心、弱和拟弱几
乎周期点以及由此得到的点的轨道结构的三个层次等．本书主要讨论离散半动力系统，第7章把离散
系统的弱几乎周期点概念推广到流的情形．前两个附录分别介绍必备的集合论和点集拓扑以及遍历理
论知识，而附录C则是一篇深入讨论流的性质的文章。

　　本书可供数学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动力系统方向研究生、教师学习使用，亦可供相关专业科研人
员和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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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现代数学基础丛书》序
前言
符号表
第1章　动力系统基础
　1.1拓扑动力系统的一般定义
　1.2不变集与子系统
　1.3回复性
　1.4 W极限集
　1.5拓扑传递性与拓扑混合性
　1.6几乎周期点与极小集
　1.7拓扑共轭与半共轭
　1.8拓扑熵与混沌
　　1.8.1拓扑熵
　　1.8.2混沌.
第2章　一维动力系统
　2.1线段动力系统
　　2.1.1三个重要定理
　　2.1.2非稳定流形
　　2.1.3同宿点和单纯周期轨道
　　2.1.4无同宿点的线段自映射
　　2.1.5几个重要定理.
　2.2圆周动力系统
　　2.2.1圆周自映射的提升
　　2.2.2无周期点的圆周自映射
　　2.2.3有周期点的圆周自映射
第3章　符号动力系统
　3.1符号空间和转移自映射
　　3.1.1符号空间和转移自映射
　　3.1.2混沌性状
　　3.2子系统和有限型子系统
　　3.2.1 {0，1}方阵和有限型子系统
　　3.2.2非负方阵的有向图
　　3.2.3有限型子转移
　　3.2.4有限型子转移的转移方阵
　　3.2.5有限型子转移的动力性状
　　3.2.6有限型子转移的拓扑熵与混沌
　　3.2.7有限型子转移的混沌与混合性
　3.3转移不变集
第4章　一般系统——遍历理论方法
　　4.1紧致系统的不变测度
　　4.1.1紧致系统的不变测度
　　4.1.2全概率集合，测度中心，极小吸引中心
　　4.1.3测度中心，极小吸引中心
第5章　回复性的层次，测度中心的构造
　5.1回复性的新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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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弱几乎周期点
　　5.1.2拟弱几乎周期点
　5.2测度中心的构造
　5.3例子
第6章　轨道的层次，混沌的层次
　6.1点的轨道的三个层次
　6.2弱几乎周期点的进一步分类
　6.3拓扑熵，混沌和混沌的三个层次
第7章　流的弱几乎周期点
　7.1流的定义
　7.2流的弱几乎周期点
附录A　集合论和点集拓扑基础
　A.1集合论基础
　　A.1.1集合
　　⋯⋯
附录B　测度论与遍历论基础
附录C　C0流的两年新的回复层次
参考文献
索引
《现代数学基础丛书》已出版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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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动力系统基础在拓扑动力系统的讨论中，有一些概念是不可须臾或离的，它们构成了一般拓扑
动力系统研究的基础和基本框架，任何特殊系统的讨论都围绕它们进行。
这些概念包括拓扑动力系统的定义、子系统、回复性、传递性、混合性以及拓扑共轭和半共轭等，还
有就是拓扑熵和混沌。
本章的目的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下给出这个框架。
所涉及的基本性质（命题）一般不再给出证明，读者可参考有关文献，如文献[11]，[50]，[51]，[57]
，[58]等。
1.1 拓扑动力系统的一般定义设X为紧致可度量空间，f：XX为从X到其自身的连续映射。
f可以看作是X上的连续作用：X的每一点在f的作用下生成像点f（x），它仍然在X中，可以对它继续作
用，生成像点f2（x）=f（f（x））。
f2仍然是X上的自映射。
这个过程显然可以无限进行下去，于是得到X上的一个连续自映射的序列：f0=id，即X的恒同映射
，f1=f，f2=ff。
一般地，对n&gt;1，fn=fn?1f，其中的表映射的复合。
定义1.1.1X上的连续自映射序列称作X上由连续自映射f经迭代而生成的拓扑离散半动力系统。
当f是X上的自同胚时，有相反方向的迭代，因而得到叫做X上由自同胚f经迭代而生成的拓扑离散动力
系统。
本书主要讨论拓扑离散半动力系统，只在最后一章 讨论拓扑流，其定义在第7章 给出。
对X和f加上可微性条件，可以定义微分离散动力系统或半动力系统，亦可以定义可微流，本书不涉及
。
设d是X的一个拓扑度量。
用C0（X）表示X上全体连续自映射的集合。
下面在C0（X）上定义一个度量，使得C0（X）成为完备度量空间。
定义1.1.2令使得据X的紧致性，是有定义的，且易于验证它是C0（X）上的一个度量。
进而，可以证明在这个度量下C0（X）是一个完备空间，也就是C0（X）上的柯西序列收敛到其上一
点。
此后，用f2C0（X）或（X；f）表示由紧致可度量空间X上的连续自图1.1.1线段自映射f映射f生成的拓
扑离散半动力系统，简称动力系统或紧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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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数学基础丛书》的宗旨是面向大学数学专业的高年级学生、研究生以及青年学者，针对一些重
要的数学领域与研究方向，作较系统的介绍。
既注意该领域的基础知识，又反映其新发展，力求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注重创新。
周作领、尹建东、许绍元所著的《拓扑动力系统——从拓扑方法到遍历理论方法》是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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