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oldbach’ Conjecture (7): Five proofs that is under five assumptions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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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five assumptions, get five proofs 
 
 

“1+1”浅见之七(修正稿)：五个假设性的证明 

童 信 平 

 

潘承洞院士说过：“哥德巴赫猜想甚至没有一个假设性的证明。”[1]本文通过五个假设，得

到五个假设性的证明，进一步认识哥德巴赫猜想(A)和哈代－李特伍德猜想(A)。 

1 素数个数的假设性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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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每一个分数式之值大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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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得到下面的下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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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设性的下界估计的意义不大。但是，这个方法可以推广到哥德巴赫素数的数量的研究中去。 

2 哥德巴赫素数的数量的假设性的证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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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假设：假设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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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哥德巴赫素数的数量的假设性的证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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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假设：假设 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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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计算结果看，公式(3a)＜公式(2a)，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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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哈代－李特伍德猜想(A)的假设性的证明(一)。 

根据公式(1)、(2)，我们有 

(4)  r2(N) ＝λπ(N)   ∏  
1
2

−
−

p
p

   ∏   
p-1
p-2  ×(π(N)/ εN  ∏  

p
p 1−

) 

                                              p|N                             2≤p≤
 
N  

―3― 

                     3≤p≤
 
N       3≤p≤

 
N  

＝
ε
λ

N
NN ))(π (π2   ∏   (1- 

1
(p-1)2 )  ∏   

p-1
p-2   

                                                            p|N                        
                             3≤p≤

 
N             3≤p≤

 
N  

～
ε
λ  

2N
ln2N   ∏   (1- 

1
(p-1)2 )  ∏   

p-1
p-2   

                                                     p|N                        
                      3≤p≤

 
N             3≤p≤

 
N  

第四个假设：假设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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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得到下面的近似估计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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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得到了哈代－李特伍德猜想(A)的假设性的证明。 

5 哈代－李特伍德猜想(A)的假设性的证明(二)。 

根据公式(1)、(3)，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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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式(4)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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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λε，这是本文的核心，以后作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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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假设：假设
εε
ψ

～1，我们得到下面的近似估计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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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得到了哈代－李特伍德猜想(A)的假设性的证明。 

6  讨论。 

通过以上假设，我们得到了二个协调一致的哥德巴赫素数的数量的假设性的下界估计。实

践显示，这些下界估计是偏低的。 

我们也得到了哈代－李特伍德猜想(A)的假设性的证明。实验显示，N→∞，
ε
λ
→1，

εε
ψ

→

1。目前要证明这一点还比较困难。 

在得到假设性的证明之后，能不能不用假设而用其他方法进行论证呢？另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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