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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股票是欧拉概念——最大熵原理的理论方法-股识吧

一、PE是什么意思

PE有多种含义1、聚乙烯（polyethylene，缩写：PE）是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高分子
材料之一，大量用于制造塑料袋，塑料薄膜，牛奶桶的产品，也是白色污染的主要
原因。
2、石油醚（Petroleum ether）是一种轻质石油产品，其沸程为30～150℃，主要由戊
烷和己烷组成，收集的温度区间一般为30℃左右，一般有30～60℃、60～90℃、90
～120℃等沸程规格。
虽然名称有"醚"但其为含许多碳氢化合物的混合物，与含有氧的醚类化合物不同。
3、体育（英语：Physical Education，缩写P.E.）是一项在小学、中学和大学中开展
的教学活动，旨在促进参与者在身体活动的过程中获得身心全面发展。
4、可移植性可执行文件（英语：Portable Executable，缩写为PE）是一种用于可执
行文件、目标文件和动态链接库的文件格式，主要使用在32位和64位的Windows操
作系统上。
5、股票的市盈率（Price-to-Earning
Ratio，P/E或PER），又称为市盈率，指每股市价除以每股盈利（Earnings Per Share
，EPS），通常作为股票是便宜抑或昂贵的指标（通货膨胀会使每股收益虚增，从
而扭曲市盈率的比较价值）。
市盈率把企业的股价与其制造财富的能力联系起来。
6、私人股权投资（又称私募股权投资或私募基金），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用来
指称对任何一种不能在股票市场自由交易的股权资产之投资。
7、Windows预先安装环境（英语：Microsoft Windows Preinstallation
Environment），简称Windows PE或WinPE，是Microsoft Windows的轻量版本，主要
提供个人计算机开发商（主要为OEM厂商）、工作站、服务器打造定制的操作系
统环境，或系统脱机时进行故障排除来使用，以取代格式较旧的MS-
DOS启动磁片/启动光盘。
其可理解为Windows的Live CD或子系统，系统核心采用32位/64位。
由于硬件需求不大，因此便于存储在光盘、U盘等各种便携式存储设备。

二、1+1=几 全部答案

这还用说吗，当然是歌德巴赫猜想咯！其他的像费马大定理、混沌数学、四色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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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仅知道的人少，而且呵呵！在中国他们不吃香啊！所以首推哥德巴赫猜想，其
次费马大定理（因为当初费马自己证出来却没写，而经过百多年的研究，还只是徘
徊在边缘，但却因它发展了很多数学分支！所以第二个就是它了）。
哥德巴赫猜想(Goldbach Conjecture) 公元1742年6月7日德国的业余数学家哥德巴赫(
Goldbach)写信给当时的大数学家欧拉(Euler)，提出了以下的猜想： (a) 任何一个n
� 6之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两个奇质数之和。
(b) 任何一个n � 9之奇数，都可以表示成三个奇质数之和。
这就是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
从费马提出这个猜想至今，许多数学家都不断努力想攻克它，但都没有成功。
当然曾经有人作了些具体的验证工作，例如： 6 = 3 + 3， 8 = 3 + 5， 10 = 5 + 5 = 3 +
7， 12 = 5 + 7， 14 = 7 + 7 = 3 + 11， 16 = 5 + 11， 18 = 5 + 13， . . . . 等等。
有人对33×108以内且大过6之偶数一一进行验算，哥德巴赫猜想(a)都成立。
但验格的数学证明尚待数学家的努力。
目前最佳的结果是中国数学家陈景润於1966年证明的，称为陈氏定理(Chen‘s
Theorem) � “任何充份大的偶数都是一个质数与一个自然数之和，而后者仅仅是
两个质数的乘积。
” 通常都简称这个结果为大偶数可表示为 “1 + 2 ”的形式。
在陈景润之前，关於偶数可表示为 s个质数的乘积 与t个质数的乘积之和(简称 “s +
t ”问题)之进展情况如下： 1920年，挪威的布朗(Brun)证明了 “9 + 9 ”。
1924年，德国的拉特马赫(Rademacher)证明了 “7 + 7 ”。
1932年，英国的埃斯特曼(Estermann)证明了 “6 + 6 ”。
1937年，意大利的蕾西(Ricei)先后证明了 “5 + 7 ”， “4 + 9 ”， “3 + 15 ”和“2
+ 366 ”。
1938年，苏联的布赫 夕太勃(Byxwrao)证明了 “5 + 5 ”。
1940年，苏联的布赫 夕太勃(Byxwrao)证明了 “4 + 4 ”。
1948年，匈牙利的瑞尼(Renyi)证明了 “1 + c ”，其中c是一很大的自然 数。
1956年，中国的王元证明了 “3 + 4 ”。
1957年，中国的王元先后证明了 “3 + 3 ”和 “2 + 3 ”。
1962年，中国的潘承洞和苏联的巴尔巴恩(BapoaH)证明了 “1 + 5 ”，
中国的王元证明了 “1 + 4 ”。
1965年，苏联的布赫 夕太勃(Byxwrao)和小维诺格拉多夫(BHHopappB)，及
意大利的朋比利(Bombieri)证明了 “1 + 3 ”。
1966年，中国的陈景润证明了 “1 + 2 ”。
最终会由谁攻克 “1 + 1 ”这个难题呢？现在还没法预测。

三、最大熵原理的理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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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约束极值问题，通过Lagrange乘数法可以求得其最优解，从熵作为系统不
确定性的度量的角度来看，等可能系统的不确定性是最大的，这一结果与我们的直
观是一致的。
更进一步，许多问题都附带一些实际的限制，也可以理解为在解决问题之前，我们
可以获得一些已知信息。
由此，(1)可以深化为为各阶统计矩函数，，表示实际观测到的各阶统计矩的期望
值。
这里由于为一正常数，为简便记，取。
同(1)，仍然可以利用Lagrange乘数法来求解。
做Lagrange函数：解出最优解。
但当较大时，往往计算困难。
姜昱汐提出了一个解决此问题的方法[5]。
利用对偶规划理论，可得问题(2)的求解相当于求解：其中，(3)是凸规划(2)的对偶
规划，优势在于(3)是一个变量个数较(2)少的无约束规划，可以直接利用软件求解
。
对于连续系统，记为一连续随机变量，概率密度函数为。
此系统的熵定义为[6]。
在一些条件的约束下，使得系统熵最大的问题一般有下面形式：其中为一些约束，
右端为观测值。
这是一个有个约束的泛函极值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有如下定理。
定理2.1[7]若在条件约束下目标泛使得满足泛函，所给出的欧拉方程组由此方程组
可解出目标。

四、高中数学学习，补习方法

数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不是知识一股脑塞进去，再疯狂做题，恰恰相反，应是
理解知识，做题要和知识动态平衡，给你一些意见，希望对你有帮助1.端正心态，
做好任何一件事，心态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如果热爱数学，对数学有源源不断兴趣
，那么来日定会是知名数学家，如欧拉，拉格朗日等（额，超纲了。
。
。
不好意思）我主要是想强调心态的重要性2.学会分析，数学题就像是疾病，而卓越
出色的分析就是手术刀，能够一击击中要害，欧拉（又是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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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为何会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数学家，就是无穷的创作激情和分析（他被称
为分析的化身0.0），学会分析的人，做数学题会比不会分析的来得更快，正确率
更高，考试时心态也会更佳。
3.明白公式的意义。
公式绝不是死记硬背，要明白推演过程和这个公式的应用范围（不得不说一句了，
现在国内的数学教育，都只注重做题，压根就没让学生明白公式的意义和重要性，
丫的，万恶的应试教育）4.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预习，学习，复习是任何学科不变的三部曲，数学亦是如此，要做到点一道题目，
不但会做，还能想到很多它的演变式（你去看看这次江苏的高考卷，为什么学生感
觉难，都学呆了，一拿到题目就死做。
。
。
。
我不是骂人啊，不好意思）5.善于将几何与代数结合。
高斯函数的出现，带来了一个征兆：即不论什么数学内容，几何与代数结合起来，
都是可以的（丫的，连数论这种不着边际的玩意都让高斯带到几何里去了，牛）数
形结合，可以解决许许多多难题，每张高考卷上都能反应出来额。
。
。
差不多了吧自创，倒贴的闪一边，转载的备注出处（不好意思，我把写博客的习惯
带进来了）最后，签名baisejianke0

五、数学智力题

楼上的答案是错的，你实际上假设两根绳子完全相同，题目上没说是这样。
我的答案： 第一根绳子两端同时点火，第二根一头点火，当第一根烧完的时候，
点着第二根的另一头，当第二根烧完时，第三根绳子两端同时点火，烧完时正好
1小时 15分。
这上面列的时间太短了，没做过的人根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
就拿你的第一题来说吧，这是牛顿出的题“9 棵树栽
10行，每行要3棵”，不知道解法的人一辈子也想不出，不要说只有可怜的 20
分钟，这题的答案是 X X X X X X X X X 有关时钟的问题也挺有意思，严格的来讲要
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假设三个针每次前进的格数是 1/60，这样你会得到 23 次重
和，这其实很简单，你想成电子表就可以了，时，分，秒的数字相同时就是重和的
时候（当然，你的时针变成了每12分钟走一格）
如果你认为三个针是连续运行，要求严格重和，只有三次，0：0：0 12：0：0
24：0：0 过桥问题是一小学问题，就这个简单，关键是让最慢的两个人一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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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水问题也是一道小学题，
你这么想，只做一个动作，3升倒进5升桶，5升满了就倒掉。
你看一下 5升桶里水的变化： 3 -&gt；
1 -&gt；
4 -&gt；
2 -&gt；
5 -&gt；
3 其实只要 3，5 这两个数是互质的，你可以得到所有的重量。
问路也比较简单，这是一个逻辑问题，关键是要让两个的人答案相同，你就好办了
。
（不用去管谁是谁了） 比方说你问，这条路通往你们国家吗？
分球问题和海盗问题都是很有名的题目，这在网上很多，不用自已想。
至少我是想不出的呵呵。
分球问题是我的高中老师出给我的，研究了两个晚上没做出，只好向他老人家请教
，好复杂，要编号分组，讨论各种情况，最关键的是第二步，要三球大循环的换，
呵呵，听是听懂了，想是想不出的。
另：我还记得高中老师的另一个题，求证 1 和 0
可以给成任何数的倍数（这题和二进制无关，是十进制的题）。
我用了一个晚上，用费尔马欧拉定理证出来了，不想他老人家，只是轻轻的一下就
搞定了，如果想知道他老人家是如何搞定且听下回分解，可是问我好了。
以上回答只是个人爱好，和大家讨论讨论。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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