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有较好的代数结构
,

因此关于线性码的重量分布的研究成果很多
。

但是对于非线性码来说
,

码 的距离分布不一定等于码的重量分布
,

此时码的距离分布的计算十分困难
,

这方面的研究成

果不多
。

既然很难确定码的距离分布
,

人们转而研究码 的距离分布的某些数字特征 例如均值

和均方差等 的计算 问题
。

这些数字特征反映了码的距离分布的某些性质和数字信息
。

和 利用数学归纳法和经过一些复杂的计算给 出了二元非线性码的距离分布的均值的下

界和上界
。

本文利用 元 ‘
一

恒等式给出了 元非线性码 的距离分布的均值

和均方差的下界和上界
。

对于均值情形
,

本文结果是文献 阎 结果的推广
,

并且避免了文献

某些烦琐的计算
。

对于均方差情形
,

本文结果表明
,

元非线性码的情形下 的结果完全不同于

二元非线性码情形下 的结果
,

其上界和下界的表达形式要复杂得多
。

最后我们举例说明这些上

界和下界均可达到
。

如何给 出更精确的上界和下界仍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
。

主 要 结 果

记 。 ,

的 为 的 上 长 向量空间
, ·

,

表示 向量之间的 距离
。

设
,

的 为一个 元 。 长码
,

码字个数为
,

尽 为 中距离为 ‘的码字对数 目
,

记 尽 二 尽
,

尽 袅。 称为 的距离分布
。

实际上 的距离分布对应一个离散随机变量
,

取值
, ,

⋯
,

氏



。 一 一 一 。”一 材
,

叮 且 兰 叮性 一 时
·

注 二 时
,

一定有 三 ” 一 。

推论
一

不等式 是二元 。 长码
,

码字数为
,

则

一 “ 一‘ 对 兰 〕三

推论 是二元 。 长码
,

码字数为
,

则

。 一 牡 一‘ 一 一‘ 三 、认 」三 。 一 ”一‘

例 ‘ 取 一 ‘”, 。,
,

此时 一 。” ,

距离分布为 ‘ 一

了
。一 ‘ ‘ , ‘一 , ‘,

一
几 ,

, , ,一 乒公
‘
了 一

‘

翼罕立
石 —,

此时同时达到定理 中均值的上界和下界
。

。 , 粤夕
” 全二 、

、
。一 、 ‘一

业三四
’

‘

, 一



元
一

恒 等 式和 几 个 引 理

设 是一个 元 长码
,

码字个数为
, 、 几。 为它的距离分布

,

称 艺几。 ‘护

为 的距离分布函数
。

记 叨
·

为向量 的 而 重量
, ·

,
·

为 向量的内积
。

设 以
·

为

。 ,

上的一个非退化特征 定义见文献 」
,

第 页或文献
,

第 页
。

令

“ 一

六艺 耳
牡 , ·

小
‘一 。

, ‘,

一、〔 , 〔

、 。 云

由文献
,

第 一 页知 且 几。 满足 底 七 。,

岛 对
,

艺几
。
众 。 。

令

艺几
。户‘ ‘ ,

则得 。元
一

恒等式
,

文献 第 一 页

、,产‘、,产廿
了、‘,、。 ,

, 一 。, 、 、。一
· 几 。 而缸沐

,

·。一

乒
· 一

· ” 丁诀暴不
·

引理 却 。 一 叮一 , 。

证明 式两边对 吕 取导数后令 二
,

即得结论
。

引理 。 。一 。 。一 。 户, 一 。 户 材 。 户
。



综合以上所述知定理 中 的下界成立
。

由 户‘ 几。 的性质知 。三户 三尹 一 一 力
,

则 由引理 知

丛 。一 。 一 。 户 一 。 户 。 。” 一 一 户 对

。一 一 。 。“ 一 对 。一 。 户 材 一 , 户 材

当 三 。三 时
,

三 。 。一 一 , 口”一 。

当 口 时
,

令 夕 二【叮一 。二 一 二 ,

二 ,

具有性质 当 三 二 三 一 时
, 二 七 当 二 全 一 时

, 二 三
。

当 三 二 三 一 时
, 二 严格单增 当 二 全 一 时

, 二 严格单降
,

且 二

在 二 二 一 达到最大值
。

由 式知 、妞【 三 睡 。一 一 。 。“ 一 。 二。 。

因为 三 二。‘ 。卜 ’ 一 ,
,

则当 , ”一 一 加 丛 伪一 口 时
,

即 全 叮“ 叮一 时
, 夕 二。 兰夕 , “ 一 一 加

,

故

兰 一 。一 。 。 一‘ 一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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