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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利用费尔马小定理研究一些同余方程和不定方程解的问题。根据费尔马小定理证明问题的条件

和思想，通过详细的推导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结论。这些结论主要包括 ( )18 15 421 2 3 0 mod7x y x+ − − ≡ 和

( )2 3 0 mod5x + ≡ 无整数解；不定方程 3 2 33 2981x xy y− + = 和 2 215 7 9x y− = 无整数解。此外，还利用费

尔马小定理考虑了一些多项式问题和五次不定方程 5 5 5x y z+ = 的解，并给出了其他的一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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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using Fermat’s little theorem, the solutions of some congruence equations and inde-
finite equations are mainly studied. Through the idea of Fermat’s small theorem in the proof, some 
important conclusions are obtained according to the detailed derivation. These conclusions are 
mainly given. The equations ( )18 15 421 2 3 0 mod7x y x+ − − ≡  and ( )2 3 0 mod5x + ≡  have not 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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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s. The indefinite equations 3 2 33 2981x xy y− + =  and 2 215 7 9x y− =  have not integer solu-
tions. In addition, some polynomial problems are also considered. And the solutions of pentadic 
indefinite equation 5 5 5x y z+ =  a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Fermat’s small theorem. Finally, the 
others applications of the Fermat’s small theorem ar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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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众所周知，费尔马小定理是数论中的著名定理[1] [2] [3] [4] [5]，具体定理如下。 
[1] [2] p 是素数，a 是整数， p a 则 ( )1 1 modpa p− ≡ 。 
费尔马小定理有着广泛的应用，对研究同余方程和不定方程解的问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主

要从费尔马小定理出发，研究一些同余方程和不定方程的整数解问题。 
众所周知，对于许多同余方程与不定方程的问题，通常用素数 p 的剩余类去进行代入验证。但实际

上可利用费尔马小定理去进行简化运算和证明。本文将对于此类的一些问题给出具体详细的证明思路，

同时也采用费尔马小定理讨论费尔马大定理所涉及的不定方程在 5n = ， 7n = 与 3n = 情形下的一些结果，

主要结果包括当 5n = ， 7n = 时，倘若存在解，则讨论了解的某种性质，而 7n = 是一种特殊情况；同时

也讨论了 3n = 时相应结果的证明。 
本文通过费尔马小定理的主要思想和具体的推导过程，主要得到了下面的结果。首先，得到两个同

余方程 ( )18 15 421 2 3 0 mod7x y x+ − − ≡ 和 ( )2 3 0 mod5x + ≡ 无整数解的结果。其次，得到两个不定方程
3 2 33 2981x xy y− + = 和 2 215 7 9x y− = 无整数解的结果。最后，利用费尔马小定理的主要思想考虑了一些

多项式的问题，例如在五次不定方程 5 5 5x y z+ = 中必定 5 | xyz 等诸多问题。 

2. 同余方程的无整数解问题 

同余方程 ( )2 3 0 mod5x + ≡ 无整数解。 
证明：如果 ( )0 mod5x ≡ ，显然出现矛盾。假定 x 是方程的解，则 5 x 。 
由费尔马小定理可得 ( )4 1 mod5x ≡ 。 
原同余式两端平方，可得 ( )4 26 9 0 mod5x x+ + ≡ ，即 ( )2 21 5 9 0 mod5x x+ + + ≡ 。 
由此可知 ( )2 0 mod5x ≡ ，与5 x 矛盾，所以原同余式无整数解。证毕。 
注：在文献[1]中第 36 页例 3 中的证明思想是把 ( )0,1,2,3,4,5 mod5x ≡ 代入验证。若应用费尔马小定

理证明，只需平方一次即可。由上述证明思路，容易得到另一个同余方程 ( )2 2 0 mod5x + ≡ 也无整数解。 
简化同余方程 ( )18 15 1021 2 4 mod0 73x x x x+ − + − ≡ 无整数解。 
在文献[2]中第 193 页例 3 是先简化同余方程 ( )18 15 1021 2 4 mod0 73x x x x+ − + − ≡ ，最后结果是直接带

入 ( )0, 1, 2 mod, 3 7x ≡ ± ± ± 计算知该同余方程无解。本文利用费尔马小定理来证明。当 7 x ，则

( )6 d71 mo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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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当mod7 时有 

( ) ( ) ( ) ( ) ( )7 6 8 2 9 3 10 4 12mod7 , mod7 , mod7 , mod7 , 1 mod7 ,x x x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 ) ( ) ( )15 12 3 3 mod7 ,9 2 mod7 ,16 14 2 2 mod7 , 27 1 28 1 mod7 ,x x x x≡ ⋅ ≡ ≡ = + ≡ − = − ≡  
( ) ( )64 63 1 1 mod7 ,24 3 mod7= + ≡ ≡ 。 

在以下证明中，需要用到这些简单的事实。 
证明：首先讨论 ( )2 0 mod7x ≡ 的情况，即 ( )0 mod7x ≡ 。 
由于代入原同余方程 ( )18 15 1021 2 4 3 0 mod7x x x x+ − + − ≡ 中可以得到 ( )3 0 mod7− ≡ ，产生矛盾。 
因而 7 x ，原同余方程去掉系数为 7 的倍数的项可得 ( )15 102 4 3 0 mod7x x x− + − ≡ 。此式等价同余方

程 ( )3 42 4 3 0 mod7x x x− + − ≡ 。该方程的等价形式为 ( )4 33 2 4 mod 7x x x+ ≡ + 。 
上式两端平方后进行逐步简化，每步都是 mod7，依次可得 ( )8 4 6 4 26 9 4 16 16 mod7x x x x x+ + ≡ + + ，

从而 ( )2 4 4 26 9 4 16 16 mod7x x x x+ + ≡ + + 。进一步可得 ( )4 25 10 1 m d5 o 7x x≡ + ，即 ( )4 22 3 mod7xx− ≡ + 。 
接着对 ( )4 2 mo2 3 d7x x− ≡ + 两端再平方后简化，同样每步 mod7，又依次可得 

( )8 6 44 9 6 mod7x x x≡ + + ，从而有 ( )2 44 2 6 mod7x x≡ + + 。 
因此，可知 ( )4 22 2 mod7x x− ≡ + 。于是 ( )8 6 44 4 4 mod 7x x x≡ + + ，从而有 ( )2 44 4 od74 mx x≡ + + ，

进一步可知 ( )4 24 mod 70x x+ ≡ ，也就是 ( )4 2 mod74x x≡ − ，即 ( )24 1 mod 7x ≡ − 。 
上式两端立方可得 ( )66 o4 d71 mx ≡ − 。因此有 ( )65 70 mod≡ ，产生矛盾。所以原同余方程无解。证毕。 

3. 不定方程的整数解问题 

不定方程 2 215 7 9x y− = 无整数解。 
证明：由于 3 |15，所以3 | y ， 2 23 | y 。于是又得出 3 | x 。 
设 3 , 3x a y b= = ，代入原不定方程得 ( ) ( )2 27 33 915 a b− = ，即有 ( )2 29 15 7 1 0a b− − = ， 2 215 7 1 0a b− − = 。

整理可得 2 215 7 1a b= + 。 
下面证明 2 215 7 1a b= + 无整数解。 
显然，若3 | b，则 2 215 7 1a b= + 矛盾。若 3 b ，则由费尔马小定理得 ( )2 1 mod3b ≡ 。 
将 ( )2 1 mod3b ≡ 代入 2 215 7 1a b= + 中，得 ( )2 215 7 1 8 mod3a b= + ≡ ，即 ( )215 8 mod3a ≡ ，矛盾。 
于是， 225 07 11 ba − − ≠ ， ( )2 29 15 7 1 0a b− − ≠ 所以原不定方程无整数解。证毕。 
不定方程 3 2 33 2891x xy y− + = 无整数解。 
证明：由于 22891 7 59= × ，所以 7 x ， 7 y 。 
这是因为若 7 | x和 7 | y 中只要有一个成立，则另一个也成立。 
于是 3 3 2 37 3| x xy y− + ，但 37 2891 ，矛盾。 
由费尔马小定理可知 ( )6 6 mod71x y≡ ≡ 。 
原不定方程模 7 可得 ( )3 2 3 mod0 73x xy y− + = ，即 ( )3 2 3 73 modx xy y− = − 。 
上式两端平方后再逐步简化，可依次得 

( ) ( ) ( )2 4 6 6 4 2 2 4 4 2 2 4mod7 mod7 mod79 , 6 9 1 , 6 9 0x y y x x y x y x y x y+ = − + = − + = 。 

由于 6 1≡ − ， ( )9 72 mod≡ ， ( )4 2 2 4 m6 79 0 odx y x y− + = ，可以进一步简化为 ( )2 2 mo 72 dx y− ≡ 。 

( )2 2 mo 72 dx y− ≡ 两端立方得 ( )6 6 mo 78 dx y− ≡ ，即 ( )d1 78 mo− ≡ ，产生矛盾。所以原不定方程无解。

证毕。 
在文献[4]中第 555 页例 19 [IMO, 4(ii)]也证明了 3 2 33 2891x xy y− + = 无整数解，但这里给出一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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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证法。 
在五次不定方程 5 5 5x y z+ = 中必定 5 | xyz 。 
证明：假设 5 xyz ，则得 ( )4 4 4 1 mod5x y z≡ ≡ ≡ 。 
记 5 4 5x x x x l= ⋅ = + ， 5 5y y m= + ， 5 5z z n= + 。 
代入到原不定方程 5 5 5x y z+ = 中得 5 5 5x l y m z n+ + + = + ，即 ( )5x y l m n z+ + + − = 。 
上式中记 l m n k− − = ，则有 5x y k z+ + = 。将 5x y k z+ + = 代入 5 5 5x y z+ = 式，可得 

( ) ( ) ( ) ( ) ( ) ( ) ( ) ( )( ) ( )5 4 3 2 2 3 4 55 50 5 5 10 5 10 5 5 5 5x y x y x y k x y k x y k x y k k= + − − + + + + + + + + + 。 

把上式简记为 

( )5 5 5 20 5x y x y A= + − − + ， 

其中 ( ) ( ) ( ) ( )4 3 22 3 4 510 50 125 125A x y k x y k x y k x y k k= + + + + + + ++ 。 
由 ( )5 5 5 20 5x y x y A= + − − + 出发可得 

( )
( )( ) ( ) ( )( )

4 3 2 2 3 4 2 3 2 2 3 2

2 2 2 2 2 2

0 5 10 10 5 5 5 2 2 5

5 2 5 5 5 .

x y x y x y xy A xy x x y xy y A

xy x y x xy y xy x y A xy x y x xy y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从 5 xyz 及 ( )5x y l m n z+ + + − = 式可知 5 x y+ ，只要证明了 2 25 x xy y+ + ，则可以得出 

( )( )2 2 250 5xy x y x xy y A+ + += + 。 

于是产生矛盾。 
下证 2 25 x xy y+ + 。 
设 2 2 5x xy y m+ + = ，平方后得 

( ) ( ) ( )( )
22 2 2 4 2 2 4 3 2 2 3 2 2 2 25 2 2 2 2 3 2 mod5m x xy y x x y y x y x y xy x y xy x y= + + = + + + + ≡ + + ++ ， 

即 ( )( )2 2 2 20 2 3 2 mod5x y xy x y+≡ + + 。从而可得 ( )( )2 2 2 22 3 2 mod5x y xy x y− +≡+ 。 
上式两端平方后整理，依次可得 

( )( )2 2 4 4 2 2 4 2 2 44 12 9 4 2 mod5x y x y x y x x y y+ + ≡ + + ， 

( )( )2 2 2 2 2 24 12 9 4 2 2 mod5x y x y x y+ + ≡ + ， 

( )2 2 2 2 4 44 12 9 8 8 mod5x y x y x y+ + ≡ + ， 

( )2 24 4 9 8 mod5x y+ + ≡ ， ( )2 24 5 0 mod5x y ≡ − ≡ 。 

上式两端再平方得 ( )4 416 0 mod5x y ≡ ，化简后得 ( )1 0 mod5≡ ，矛盾。这就证明了 2 25 x xy y+ + 。 
所以 ( )( )2 2 20 5 5xy x y x xy y A= + + + + 不成立。证毕。 
不定方程 

( ) ( ) ( ) ( )3 3 37 1 7 2 7 4 7 1 0a x b y c z d xyz+ + + + + + + =                      (1) 

仅有整数解 0x y z= = = 。 
证明：本文用费尔马小定理，进行模 7 证明，分几种情况。 
当 7 | ,7z xy 时， ( )6 6 1 mod7x y≡ ≡ ，从(1)式得 ( )3 3 m2 od70x y+ ≡ ，即 ( )3 3 od72 mx y≡ − 。上式平方

得 ( )6 6 74 modx y≡ 。于是 ( )1 74 mod≡ 。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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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7 ,7 | ,7z x y  时，从(1)式可得 ( )3 3 m d4 o2 70y z+ ≡ 。这就是上面(1)的情况。 
当 7 ,7 ,7 |z x y  时，从 (1)式可得 ( )3 3 m4 od70x y+ ≡ ，即 ( )3 3 od74 mx y= − 。上式平方可得

( )6 616 mod7x y≡ 。于是 ( )1 716 mod≡ ，矛盾。 
当 7 | ,7xy z 时， ( )34 0 mod7z ≡ 没有解。同样， 7 | ,7yz x 时，无解； 7 | ,7xz y 时，也无解。 
当 7 xyz 时， ( )6 6 6 1 mod7x y z≡ ≡ ≡ 。从(1)式得 

( )3 3 32 mod4 .7x y z xyz+ + ≡ −                               (2) 

上式立方可得 

( ) ( ) ( ) ( )( ) ( ) ( )
3 2 2 33 3 3 3 3 3 3 3 92 3 2 4 3 2 4 64 mod7x y x y z x y z z xyz+ + + + + + ≡ − ， 

即 

( ) ( ) ( )( ) ( )( ) ( ) ( )
2 39 6 3 3 3 9 6 3 3 6 3 3 3 6 93 2 3 2 8 3 4 4 4 3 6 16 64 mod7x x y x y y x x y y z x y z z xyz + + + + + + 

+ + + = −


。 

由于 ( ) ( ) ( ) ( ) ( )9 3 9 3 9 3mod7 mod7 mod7 mod7 m, , ,64 63 od1 1 ,16 14 2 2 7x x y y z z≡ ≡ ≡ = + ≡ = + ≡ ， 
则上式简化为 

( ) ( )( ) ( ) ( )33 3 3 6 3 3 3 3 3 3 3 3 6 36 3 4 12 48 48 3 6 6 d1 mo 7x y x y y z x y z z x y z z xyz+ + + + + +    + + + ≡ −   。 

从而 

( )( ) ( ) ( )33 3 3 3 3 3 3 3 3 3 3 6 36 12 12 48 48 3 6 mod16 7x y x y z x y z z x y z z xyz+ + +  + + +  + + + ≡  − ， 

其中 ( ) ( ) ( )3 3 3 3 3 3 3 648 ;mod7 mod77 0 ;16 2 mod7x y z x y z y z≡ − ≡ ≡ 。 
从上式可得 

( ) ( )3 3 3 3 3 312 3 6 1 mo2 70 dx x z x y z+ + − + + + ≡ ， 

( )3 3 312 12 2 0 mod7x y z+ − ≡ ， 

( )3 3 32 2 2 mod 70x y z− − − ≡ ， 

( )3 3 3 mod7x y z+ ≡ − . 

上式依次平方可得 

( )6 3 3 6 6 mo2 d7x x y y z+ + = ， 

( )3 31 2 1 mod1 7x y+ + ≡ ， 

( )3 3 mod72 1x y ≡ − ， 

( )6 64 od71 mx y ≡ . 

于是从上面可知 ( )4 71 mod≡ ，矛盾。 
综上所述， , ,x y z 中，只要有一个不是 7 的倍数就矛盾，3 个都不是 7 的倍数也矛盾。如果三个都是

7 的倍数，可设 7 , 7 , 7x e y f z g= = = ，代入(2)式可得 

( ) ( ) ( ) ( )3 3 37 1 7 2 7 4 7 1 0a e b f c g d efg+ + + + + + + = .                     (3) 

如果(3)式中出现上面所讨论的情况就是矛盾，否则过程继续下去。由于 , ,x y z 是具体数，如果可被 7
的任意次幂所整除，只有 0x y z= = = ，过程才可继续下去。这就说明(1)式仅有解 0x y z= = = 。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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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应用 

关于一个多项式的问题。 
([4])设 ,a b是整数，11 a ，证明 2 211 5a b+ 。 
证明：用反证法。 
若 2 211| 5a b+ ，显然11 b 。否则得出11| a ，矛盾。 
由费尔马小定理知 ( )10 10 1 mod11a b ≡≡ 。若 2 211| 5a b+ ，则 ( )52 211| 5a b+ 。于是 

( ) ( ) ( ) ( ) ( )2 3 4 510 8 2 6 2 4 2 2 2 211| 5 5 10 5 10 5 5 5 5a a b a b a b a b b+ + + + + 。 

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3 4 510 8 2 6 2 4 2 2 2 2

2 38 2 2 2 4 6 2 4 2 5

3 22 2 6 2 4 2 2 2 5

5 5 10 5 10 5 5 5 5

1 5 5 5 (5 ) 10 5 10 5 5 mod11

1 5 5 5 10 5 5 5 mod11 .

a a b a b a b a b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 + + + +

≡ + + + + +

 
  

≡ + + + + +

 

由于 ( )( )3 3 2 2x y x y x xy y+ = + − + ，上式第二项含 ( ) ( )3 32 25a b+ ，同时 

( ) ( ) ( )55 22 3 22 3 5 3 3 5 mod11= + ⋅ + ⋅ ≡ ⋅ ⋅ ， 

所以 ( ) ( )
52 211| 5 1 0 0 3 3 5 46 mod11a b+ ≡ + + + ⋅ ⋅ = ，矛盾。因此 2 211 5a b+ 。证毕。 

设有方程 
7 7 7 ,x y z+ =                                        (4) 

且 ( )d71 mox ≡ 与 ( )d71 moy ≡ 不能同时成立，则必定 7 xyz 。 
分析：费尔马小定理是数论中一个著名定理，我们用费尔马小定理证明了若整数满足 5 5 5x y z+ = ，

则必定 5 | xyz 。本文利用[3]中的方法来进行证明。 
证明：(1) 若 7 xyz ，由费尔马小定理，则 ( )6 6 6 1 mod 7x y z≡ ≡ ≡ 。 
记 7 6 7x x x x l= ⋅ = + ； 7 7y y m= + ； 7 7z z n= + ，代入(4)式中有 

7 7 7 .x l y m z n+ + + = +  

记 ( )7 7x y l m n x y k z+ + + − = + + = ，代入(4)式中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7 7 7

7 6 5 2 4 3

3 4 2 5 6 7

7

7 7 21 7 35 7

35 7 21 7 7 7 7 .

x y z x y k

x y x y k x y k x y k

x y k x y k x y k k

+ = = + +

= + + + + + + +

+ + + + + + +

 

于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6 5 2 4 37 7

4 3 3 4 2 5 6 7

0 7 7 21 7 35 7

35 7 35 7 21 7 7 7 7 .

x y x y x y k x y k x y k

x y k x y k x y k x y k k

= + − − + + + + + +

+ + + + + + + + +
 

因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56 5 2 4 3 3 4 2 5 6 2 2 2

4 3 22 2 3 2 3 4 2 4 5 2 5 6 2 5 7

0 7 21 35 35 21 7 7 3 7 7

5 7 7 5 7 7 3 7 7 7 7 7 7 ,

x y x y x y x y x y xy x y k x y k

x y k x y k x y k x y k 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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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2 4 3 3 4 2 5 60 3 5 5 3 7 ,x y x y x y x y x y xy T= + + + + + +                     (5) 

其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6 5 4 32 2 3 3 4

2 4 5 5 6 5 7

3 7 5 7 5 7

3 7 7 7 .

T x y k x y k x y k x y k

x y k x y k k

= + + + + + + +

+ + + + +
 

记 6 5 2 4 3 3 4 2 5 63 5 5 3A x y x y x y x y x y xy= + + + + + 。从上式可看出，只要证明了 7 A ，则(5)式不成立，

也就证明了 7 xyz 是矛盾的。 
(2) 下面用反证法证 7 A 。 
由于 ( )d71 mox ≡ ，则 ( )3 d71 mox ≡ 或 ( )3 1 mod7x ≡ − 。同样 ( )3 d71 moy ≡ 或 ( )3 1 mod7y ≡ − ，这就有

(1)中情况的组合，下面分别讨论。 
当 ( )3 1 mod7x ≡ − ， ( )3 1 mod7y ≡ − ， ( )3 3 1 mod7x y ≡ 时，(5)式就是 

( )
( )

( ) ( )

6 5 2 4 3 3 4 2 5 6

2 2 2 2

2 2

mod7

mod7

mo

0 3 5 5 3 7

3 5 5 3 7

6 6 7 .d7

x y x y x y x y x y xy T

y x y x y x y x T

x y x y T

≡ + + + + + +

≡ − + + − + +

≡ + − +

 

若(5)式成立，有 

( )
( )

2 2

2 2

0 ,mod7

7 .mod

x y x y

x y x y

+ − ≡

+ ≡
                                (6) 

上式两端四次方可得 

( ) ( ) ( ) ( ) ( ) ( )4 8 6 2 2 mod7 .x y xy xy xy xy x y+ = = ≡ ≡ +  

由于 7 x y+ ，从上式可得 

( ) ( )
( )
( )

3

3 2 2 3

2 2

1 ,

3 3 1

mod7

mod ,

1 3 3 1 1 ,

7

mod7

x y

x x y xy y

x y xy

+

+ + + ≡

− + + − ≡

≡

 

( )2 23 3 3 mod7 .x y xy+ ≡                                  (7) 

对(6)式两端同乘 2 2x y 可得 

( ) ( )2 2 4 4 mod7 ,x y x y x y xy+ ≡ ≡ −  

( )3 2 2 3 ,mod7x y x y xy+ ≡ −  

( )2 2 mod7 ,x y xy− − ≡ −  

( )2 2 .mod 7x y xy+ ≡  

上式两端立方可得 

( ) ( )
( )

( )

36 4 2 2 4 6

2 2

2 2

3 3 1 ,

1 3 3 1 1 ,

3 3

mod7

mod7

m1 od7 ,

x x y x y y xy

xy x y

x y xy

+ + + ≡ =

− − + =

− − ≡ −

 

( )2 23 1 73 od .mx y xy+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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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式，(8)式知 ( )1 73 mod≡ ，显然矛盾。当 ( ) ( ) ( ) ( )33 3mod7 m1 , 1 ,od7 d71 mox y xy≡ ≡ − ≡ − 时，(4)
式就是 

( )2 2 2 20 3 5 5 mo3 d77 4 4 7 .y x y x y x y x T x y T= + − − − + + ≡ − − +  

若(4)式成立，就得 7 | x y+ ，这与 7 ,7x y k z z+ + =  矛盾。 
当 ( ) ( )33 31, 1, mod71x y xy≡ − ≡ ≡ − 时，(4)式就是 

( )2 2 2 20 3 5 5 mo3 d77 4 4 7 .y x y x y x y x T x y T= − − − + + + ≡ − − +  

同(6)式一样，矛盾。 
综合以上可知(5)式不成立，所以 7 | xyz 。证毕。 

5. 总结 

本文主要是对费尔马小定理在不定方程和方程有无整数解的应用。对于很多可以通过简单的余数进

行判别的问题，本文仅仅通过费尔马小定理的方式进行证明，效果同样很好。另一方面，本文用费尔马

小定理去证明一些简单用余数判别不了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不定方程和同余方程。在这些问题中，

通过费尔马小定理进行探究，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成果。总体来说，对于简单的可以采用余数判别的问题，

还可以用余数判别法，结合费尔马小定理同时应用如无穷递降法之类的方法进行辅助证明，可将数论中

的求解问题推广到更广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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