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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a class of Variational Equation on two Variable, proves the existence of solution 
and gives its explicit structure by analytica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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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分析的方法，证明了一类两变量变分方程解的存在性并给出其显示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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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众所周知，有关 优化和控制理论问题的研究常常会涉及到变分方程[1,2]，因此研究变分方程解的存在性及

其构造就显得尤为重要。变分方程问题是附加了一些不等式约束条件的边值问题，因此它比单纯的方程问题要

复杂的多[3,4]。有关变分方程解的存在性证明或解的构造，没有比较系统的方法，每类问题由其自身的条件产生

独自的分析方法，即便是背景相近的一些变分方程，由于相应模型构造上的差异，其分析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别。

本文研究一种两变量的变分方程问题，证明了其解的存在性并给出解的具体构造。证明方法是分析性的，但隐

含着较多的技巧。本文的变分方程来源于一类分红过程的比例再保险问题的奇异型随机控制，其在证明 佳奇

异控制的存在性和确定 优分红比例及 佳控制的具体构造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的结果可借鉴用于类

似文献[5]的奇异型随机控制问题 

2. 定理及证明 

本节先给出一个引理，此引理的结果在定理的证明中起着重要作用。 

引理 记 0 0 0    ， ， 均为常数，设 1 2 ， 为方程 2 2 2 2    0   的两个解，且 1 2  ，则有 

i) 1 20   ，且 2 1  ； 

ii) ，使得 0 |d b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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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以下分三个步骤来完成定理证明。 

第一步：分段定义函数 。  u x

当 0 x d  时，由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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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C > 0 为待定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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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常数。 

当 时，微分方程d x b       21
0

2
u x u x u x     

0

的特征方程为 

2 2 2 2      , 

由引理可知 1 2,  为其特征根，从而微分方程的通解为 

  1 2
1 1

x xu x k e k e   , 

其中 为待定参数。 1 2,k k

当 时，直接定义b x        u x A x b u b   至此得到  u x 的分段表达式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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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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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x x d

u x k e k e d 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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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为使 在 u x 0 ， 上二次连续可导，以下确定待定参数 。 1 2, ,C k k

I) 首先由定义知道 在 b 点连续，由二次连续可导，即  u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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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为使 在 点二次连续可导，即满足  u x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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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第一式代入 可得 1 2,k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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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说明对上述求得的参数 ，第二、三式也成立。 C

第二式的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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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式的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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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第三式也成立，这里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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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说明 在 二次连续可导，也是单调增函数。  u x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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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 iii)得证。 

综合以上三步得到 上二次连续可导的单调增函数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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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待定参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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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定理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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