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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本計畫主要探討相鄰質數間距之變化，若以 4321 ,,3,2 PPPP == ……為依大小排列之

質數，令 ，則有一些有趣的猜測，如 Cramer 在 1937 年猜nnn PPd −= +1 )( 2log nn POd = ，

到目前仍然只是猜測，1986 年 Mozzochi 得到下列結果， ( )
384

1
20
11, −== θθ

nn POd 。本計

畫希望能証明 )( 2
1

nn POd = 是正確的。 

 
ABSTRACT 

 

In this project,we consider the gaps between primes, If ……, is the sequence of 

primes, , then thae are interesting conjectwes about , In 1937, Cramer 

conjecture that . Mozzochi obtained at 1986 that  with 

321 ,, PPP

nnn PPd −= +1 nd

2)(log nn POd = )( θ
nn POd =

384
1

20
11

−=θ ,We intended to prove that )( 2
1

nn PO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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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自古以來，探討質數的分佈與特性乃是研究數論中一個有趣的領域。若將質數依照

大小次序排列，可以排列成P1=2，P2=3，P3=5，P4=7，P5=11…等。對於質數的探討方式

有很多，包括最早期計算 )(xπ ， 

x
xx

log
~)(π 當 ；∞→x  (2) 

 
    其中 )(xπ 表示不大於 x的質數個數。由於實際上計算花費很多的計算時間，因此，

在 19 世紀中期，天文學家 Meissel [1]發現較實際的方法計算 )(xπ ，之後 1959 年的

Lehmer、1985 年和 1987 年的 Lagarias 等人[2-3]與 1996 年的 Deleglise 等人[4]一直探討

)(xπ 和 的關連性。至於)log(x )(xπ 彼此間的相關性探討在 1845 年，Bertrand 經由實際

的觀察，提出猜測如下： 
 
    若 ，則介於 n 與 2n 之間有一質數。這猜測於 1852 年被 Tschebycheff 所證實。

此外，1882 年，Operman 提出 )，n >1 之猜測。1904 年 Brocord

提出 之猜測。然而這兩個猜測仍然等待人們去解決。  

2≥n

()()( 222 nnnnn −>>+ πππ

4)()( 22
1 ≥−+ nn PP ππ

 

另一方面，也有探討兩相鄰質數間距的大小，其中質數的間距表示為 nnn PPd −= +1 ，

若 ，若 的最小值是 2；當 非常大，則數列2≥n nd n { }∞=1nnd 變的非常不規則，然而有關

的一些特性到目前為止仍然缺乏定論。當給定一區間

nd

],[ yxx + ，其中 1
2
1

<<= θθ，xy ，

則在區間 中質數的個數，可以],[ yxx + )()( xyx ππ −+ 表示。 
 

在 1930 年 Hoheisel[5] 得 到 對 任 意 0>ε ， 當 εθ +−=
33000

11 時

x
yxyx

log
~)()( ππ −+ ； (3)    

     

我們可取相同的θ 值，使得 。 )(0 θ
nn Pd =

在 1937 年，Cramer 也猜測 。而 Ingham 得到一更好的結果，即對任意)))((log(0 2
nn Pd =

0>ε ， )(0 8
5 ε+= nn P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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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69 年，Montgomery 得到 εθ +=
5
3 [7]； 

在 1972 年，Huxley 得到 εθ +=
12
7 [8]； 

在 1979 年，Iwaniec & Jutila 得到 εθ +=
23
13 [9]； 

在 1979 年，Heath-Brown & Iwaniec 得到更好的結果 εθ +=
20
11 [10]； 

而 Pintz（1981，1984）與 Mozzochi（1986）更推導出
384
1

20
11

−=θ [11-13]； 

綜合以上質數間距之θ 值的探討，得知θ 的值越來越逼近
2
1
，因而期望本計劃可以推導

出更佳的結果。 
 
 
 

三、結果與探討 

    由前三年的失敗經驗中，這兩年另外找尋更新的方法，發現一些可能會有好結果

的方法，目前尚在進行中，預計我們會得到下列結果： 

（1） 在 與 之間至少有一質數。 2n 2)2( +n

（2） )(0 2
1

nn P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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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想要証明的結果是非常困難的結果，用解析數論的方法大概很難証明，因

此我們才想用組合的方法來証明，目前的進展尚未到決定性階段，我們會持續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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