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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垂直互补问题是非线性互补问题的重要部分，本文采用微分方程法求解垂直互补问题。首先将垂直互补

问题转化为变分不等式，然后直接利用投影算子建立微分方程系统，得到方程系统解轨迹的聚点，从而

解决原问题及其解的存在性以及稳定性。本文主要内容有：第一部分引言介绍垂直互补问题、变分不等

式问题的背景、研究现状；第二部分介绍相关基础知识；第三部分通过垂直互补问题转换为循环单调映

射变分不等式，再利用投影算子方程分别建立一阶和二阶微分方程系统，证明原问题的解轨迹收敛，并

在三元极小化优化问题中验证解的存在性和稳定性；第四部分通过具体实验验证本文方法，并不断调整

参数直观比较在不同实验条件下对实验最终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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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ertical complementarity probl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onlinear complementarity prob-
lem, and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 method is us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vertical complementarity. 
Firstly, the vertical complementarity problem is transformed into variational inequality, and then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 system is directly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projection operator,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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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gence point of the solution trajectory of the square system is obtained, so as to solve the orig-
inal problem and the existence and stability of its solution.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first part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research status of the ver-
tical complementarity problem and the variational inequality problem; 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the basics of the vertical complementarity problem and the variational inequality problem; in the 
third part, the vertical complementarity problem is transformed into a cyclic monotonic mapping 
variational inequality, and then the first-order and second-order differential equation systems are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projection operator equation to prove the convergence of the solution tra-
jectory of the original problem, and the existence and stability of the solution are verified in the 
ternary minimization optimization problem. In the fourth part, the method is verified through spe-
cific experiments, and the parameters are continuously adjusted to visually compar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on the final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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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垂直互补问题(Vertical Complementarity Problem, VCP)属于互补问题的一个特殊分支。互补问题的概

念起源于二十世纪中期，与线性规划和优化问题相关联，研究最初由 L. Kantorovich 和 T.C. Koopmans 关
于资源分配和经济均衡研究中提出互补问题(Complementarity Problem, CP)的基本概念，而后又由 G. Dan-
tzig 通过线性规划的方法进一步拓展了互补问题的应用，并在其线性规划理论中引入了互补条件。1960
年代学者们[1]-[3]正式提出了线性互补问题(Linear Complementarity Problem, LCP)，并研究了其基本性质

和算法，线性互补问题的形式化标志着互补问题研究的重要里程碑。1970 年代随着非线性系统和非凸优

化问题的深入研究，学者们开始广泛关注互补问题，包括垂直互补问题，研究重点也转向了非线性互补

问题(Nonlinear Complementarity Problem, NCP) [4]。而垂直互补问题是非线性互补问题的一个特殊情况，

强调的是向量函数和变量之间的互补性。Stampacchia 等人在变分不等式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将变分不等

式问题应用于互补问题的求解极大的推动了垂直互补问题的理论发展。变分不等式理论为处理垂直互补

问题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变分不等式问题(Variational Inequality, VI)是一类非线性问题，最早是在研

究力学中的接触问题[5] [6]中被提出，并在演变后改写成变分不等式[7] [8]。上世纪中后期又由 Tampacchia 
[9]应用 Lax-Milgram 定理将变分不等式由 Hilbert 空间推广到非空闭凸子集，得到变分不等式问题的第一

个解的存在且唯一的结论。 
如今，垂直互补问题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解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分析上。学者们利用变

分不等式、非光滑分析和拓扑方法等数学工具深入探讨了垂直互补问题的基本性质。Agdeppa [10]等研究

了在一定条件下求解交通均衡问题。利用变分不等式的成熟理论和算法处理垂直互补问题，不仅简化了

垂直互补问题的求解，还提升了求解的效率和稳定性，将垂直互补问题的解等价于微分方程系统的平衡

点，因此垂直互补问题的解收敛性等价于微分方程系统的平衡点稳定性。但学者们关于运用微分方程法

求解特殊的三元极小化垂直互补问题并没有具体的方式以及准确的数值结果。本文主要是通过建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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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垂直互补问题等价的变分不等式问题，运用投影算子建立的微分方程系统的平衡点即为垂直互补问题

的解，将数值算法的收敛性问题转换为微分方程系统的平衡点稳定性的判别问题，将在学者们的研究基

础上，研究此类特殊问题并给出数值结果以说明微分方程法的有效性以及此类问题下的关于垂直互补问

题的微分方程法，而随着计算机算力的大幅加强，数值解以及算法的收敛性也成为了今后垂直互补问题

的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2. 垂直互补问题、变分不等式与投影算子理论基础 

垂直互补问题： 
找到一点 nx∈ℜ 使得 

 
( )

( )T

0
0

0

f x
x

f x x

 ≥
 >


=

 (1) 

其中 : n nf ℜ →ℜ 是定义在实数域上的向量值函数。 
Fichera-Karamardian [11] [12]定理是垂直互补问题与变分不等式问题转换的基础之一，在适当条件下

垂直互补问题可以转化为一个等价的变分不等式问题。通过如下步骤： 
首先：定义映射 F：将 VCP 中的函数 ( )f x 直接作为 VIP 中的映射 ( )F x ，即 ( ) ( )F x f x= 。 
其次：定义凸集 C：将非负正交锥 { }| 0nK x x= ∈ℜ ≥ 作为 VI 中的凸集。 
变分不等式问题 ( ),VI F C ：设 C 为空间 nℜ 上的非空闭凸子集， : nF C →ℜ 为非线性算子，找到一点

*x C∈ 满足 

 ( )* *, 0, .F x y x y C− ≥ ∀ ∈  (2) 

Stampacchia [13]证明了在空间 nℜ 上的变分不等式问题空间(2)的解存在性定理。 
定理 1：设 C 为 nℜ 空间中的一个非空有界的闭凸子集，算子 : nF C R→ 是连续的，则存在 *x C∈ 满

足变分不等式(2)。 
如果 *x C∈ 是原问题(2)的解当且仅当有下式成立 
即 

( )( )* * *
Cx x F x= Π − ， 

其中， CΠ 表示集合 C 上的投影算子。 
凸集合上的投影算子在垂直互补问题转换为变分不等式的等价交换上有着重要作用。 
设 C 是一个闭凸集合，对任意的 nx∈ℜ ，存在 x̂ C∈ 有 { }ˆ min |x x x y y C− = − ∈ ，则点 x̂ 称为点 x

到集合 C 上的投影，用 ( )C xΠ 表示，投影算子 ( ) : n
C x CΠ ℜ → 是定义在 nℜ 上的非扩张映射。 

引理 1：设 H 为 Hilbert 空间，且C H⊂ 是一个闭凸集合。对于给定的 ,z H u C∈ ∈ 满足 , 0u z v u− − ≥ ，

v C∀ ∈ ，当且仅当 ( ) 0Cu z−Π = 。 
微分方程系统 

 
( ) ( )( ) ( )0 0

d
, ,

d
nv t

f v t v t v
t

= = ∈ℜ  (3) 

Zabczyk [14]给出了微分方程系统解的存在以及唯一性定理。 
引理 2：设 : n nF ℜ →ℜ 是循环单调映射且 Lipschitz 连续，其 Lipschitz 常数为 L，对任意的 1 2 3, , nv v v ∈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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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等式成立 ( ) ( ) 2
1 3 2 1 3 2, 2F v F v v v L v v− − ≤ − 。 

定理 2 [15]：设 ( )f v∇ 是在 nℜ 有界。如果存在常数 0α > 和 0τ > 使得投影算子是非扩张的，则

)( *d
d i
v v
t

µ ψ= ( )1,2,3,4i = 和 )(
2

*
2

d d
dd i

v v v
tt

µ β ψ+ = ( )1,2,3,4i = 的平衡点是全局指数稳定的。 

定理 3 [16] [17]：设 : n nf ℜ →ℜ 是连续映射。对 0 0t∀ ≥ 和 0
nv ∈ℜ ，系统(2)存在一个局部解 ( )v t ，其

中 [ )0 ,t t τ∈ 且 0tτ ≥ ；若 f 在 0v 处局部 Lipschitz 连续的，则上述解是唯一的；若 f 在 nℜ 上是 Lipschitz 连

续的，则上述解唯一，且τ 可以趋于∞。 

3. 方程系统及理论证明 

3.1. 一阶微分投影算子方程 

本节内容将 ( ) ( ) ( ) ( ){ }min min , ,v F v G v H vΦ = 转换为变分不等式问题 )( ,VI FΩ 求解 *v ∈Ω使得 

 )( * *, 0, .F v w v w− ≥ ∀ ∈Ω  (4) 

其中 : n nF ℜ →ℜ 是循环单调映射， nΩ⊆ℜ 是非空闭凸集。 
由引理 1 可以得到三元极小化垂直互补问题转换为变分不等式的问题(2)等价于 *v ∈Ω满足等式： 

 )( )( )(: 0,v v F v vµ αΩΦ = Π − − =  (5) 

其中 0α > 且 )(ΩΠ • 为集合Ω 上的投影算子。 

对三元极小化垂直互补问题 ( ) ( ) ( ){ }

)( )( )({ }
)( )( )({ }

)( )( )({ }

1 1 1

2 2 2

min , ,

min , ,
min , ,

min , ,n n n

f v g v h v

f v g v h v
F v G v H v

f v g v h v

 
 
 
 =
 
 
 





基于方程(5)可以 

构造一阶微分方程系统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1 1 1 1

2 2 2 2

min ,

min ,d ,
d

min ,

R

R

R n n n n

h v f v g v h v

h v f v g v h vv
t

h v f v g v h v

µ

+

+

+

 Π − − 
 Π − − =  
 
 Π − − 



 (6) 

下面证明一阶微分方程系统的轨迹收敛定理以及稳定性。 

定理 4：设垂直互补问题转换为变分不等式问题后 )( * *, 0i v w vψ − ≥ 的解集是非空的。 iψ 是 Lipschitz

连续的，其中 )( ( ) ( ) ( ){ }{ } ( )* min ,i R i i i iv h v f v g v h vψ
+

= Π − − 。常数为 L。对任意的 0
nv ∈ℜ ，当

10
2L

α< <

时，一阶微分方程系统(6)的解的轨迹 ( )v t 的聚点是垂直互补问题的解。 

证明：本定理以及证明解存在过程由陈星旭[18]的定理 2.1 启发，有以下 

设原问题的解为 *
iv ，另 i i iv vω = + 及在 ( ) , 0i i i i iv v v vαψ ω+ − − ≥  中令 *

i ivω = ，可分别得到

( )* *, 0i i i iv v v vψ + − ≥ 和 ( ) *, 0i i i i i iv v v v vαψ+ − − ≥  。 

经运算以及不等式性质引理 2 得到
2*, 2 0i i i i iv v v v L vα−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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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内积性质和
2* *1 d ,

2 d i i i i iv v v v v
t

− = − 整理后得不等式 ( )
2*1 d 1 2 0

2 d i i iv v L v
t

α− + − ≤ 。从 0t 到 t

上进行积分 ( )
0

2 22* *
0

1 11 2 d
2 2

t
i i i it

v v L v v vα τ− + − ≤ −∫  其中 ( )0 0iv v t= ，可得 ( )
2 2* *

0i i iv t v v v− ≤ − 和

0

2 d
t

it
v τ ≤ ∞∫  ，t →∞。不等式

0

2 d
t

it
v τ ≤ ∞∫  ，t →∞说明存在时序列{ }jt 使得 ( ) ( )0jv t j→ →∞ ； ( ){ }jv t

也是有界的，得证解的存在性。 

下证一阶微分方程解的稳定性：设 ( ) ( )
2*1

2i i iv t v t v= − ，则 

( ) ( ) ( ) ( ) ( ) ( )( )( )* *, , ,i i i i i i i iv t v t v v t v t v v t F v tαΩ= − = − −Π − 
 

由于投影算子是非扩张的，即对 ,x y∀ ∈Ω，有 

( ) ( ) .x y x yΩ ΩΠ −Π ≤ −  

因此 ( ) ( )( ) 2

i iv t F v tα≤ − 表明 ( )iv t 随时间递减，从而 ( )iv t 收敛到 ( )* 1,2,3,4iv i = 。 

由定理 2 可知方程的解是稳定的。 

3.2. 二阶微分投影算子方程 

同样构造二阶微分方程系统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1 1 1 1

2
2 2 2 2

2

min ,

min ,d d ,
dd

min ,

R

R

R n n n n

h v f v g v h v

h v f v g v h vv v
tt

h v f v g v h v

µ β

+

+

+

 Π − − 
 Π − − + =  
 
 Π − − 



 (7) 

其中 0, 0µ β> > 是参数。由于当F是Lipschitz连续时，显然 ΩΠ 也是Lipschitz连续的。为简便，记
2

2
d
d

vv
t

= ，

d
d
vv
t

= 。根据引理 1 微分方程系统可以转换为变分不等式形式 

( ) , 0, .i i i i i i i iv v v v v vµ β αψ ω µ β ω+ + − − − ≥ ∀ ∈Ω   
 

下面证明二阶微分方程系统(7)的轨迹收敛性定理以及稳定性。 
定理 5：设垂直互补问题转换为变分不等式后的解集是非空的。 iψ 是 Lipschitz 连续的，其常数为 L

对任意的 0
nv ∈ℜ ，当

10
2L

α< < 和 21
2

K
L

β µ β< < < 时，其中 ( )1 2K Lα= − ，微分方程系统的轨迹 ( )iv t

的聚点是垂直互补问题的解。 
证明解存在过程同样由陈星旭[18]定理 2.2 启发，简写为 

证明：设 *
iv 是循环单调映射变分不等式的解，令 i i i iv v vω µ β= + + 及 *

i ivω = ，经过运算以及不等式性

质引理 2 计算得不等式并利用内积性质和等式关系得 

( ) ( )( ) ( )
2 2 2 2 2 2* * 2 2
2

1 d 1 d d1 2 1 2 1 2 0
2 2 d dd i i i i i i iv v v v L v L v L v

t tt
µ β α µβ α β µ α µ− + − + − + − − + − ≤  

 

令 ( )
2*1

2i i i iv v vϕ = − ，再对上式从 0t 到 t 积分整理后得 ( ) ( ) 1
d
d i i i iv v C

t
µ ϕ βϕ+ ≤ ， 

( ) ( ) ( ) 21
1 0 0 01 2i iC v v L vµϕ βϕ α µβ= + + −  为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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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常微分方程再积分得 ( ) ( )0 01 1
0 2e e e

t t t

i i i
C Cv v C

β β β
µ µ µϕ ϕ

β β

 
≤ + − ≤  

 
。 

上式得证
2*

i iv v− 有界。 

下证
2

iv 有界。由 ( ) ( ) ( ) 2
1

d 1 2
d i i i iv v L v C
t

µ ϕ βϕ α µβ+ + − ≤ 可得 

( )
2 2* *

1, 1 2 ,
2i i i i i iv v v v v L v Cβµ α µβ− + − + − ≤ 

 

( ) ( )
22 *

1
11 2 ,

2 2i i iL v C v vµα µβ µ β − − ≤ + − −  


 

从而可得 ( ) *d ,
d i i i i iv v v v

t
ϕ = − 也是有界的。存在 3C 使得下式成立 

( ) ( )( )
0 0

2 22 2
31 2 d 1 2 d .

t t
i it t

L v L v Cα µ τ α β µ τ− + − − ≤∫ ∫ 
 

令 t →∞，则有
0

2 d
t

t
x τ < ∞∫  ，

0

2 d
t

t
x τ < ∞∫  。同样取时序列可以证明。根据致密性定理，必存在{ }jt

的子列{ }kj
t 使得 ( ) 1

kj
x t x→ ，k →∞。则有 ( ) 0

kj
v t → ， ( ) 0

kj
v t → 。在二阶微分方程系统中取

kj
t t= ，

令 k →∞有 ( ) 0i ivψ = 。即证明完毕。 

下证二阶微分方程解的稳定性： 

定义 Lyapunov 函数为 ( ) ( ) ( )
22 *1

2 2i i i iE t v t v t vα
= + −  

计算其导数得 

( ) ( ) ( ) ( ) ( )*, , .i i i i i iE t v t v t v t v v tα= + −

  
 

利用二阶微分方程 ( ) ( ) ( ) ( )( )( ) 0i i i iv t v t v t F v tβ α Ω+ + Π − =  得到 

( ) ( ) ( ) ( ) ( )( )( ) ( )*, ( ) , .i i i i i i i iE t v t v t v t F v t v t v v tβ α αΩ= − − Π − + −

  
 

由于 ( ) ( )( )( )i iv t F v tΩΠ − 是非扩张的，有 ( ) ( ) 2
i iE t v tβ≤ −

 ，表明 Lyapunov 函数随时间递减，从而

( )iv t 收敛到 ( )* 1,2,3,4iv i = 。 
由定理 2 同样可知方程的解是稳定的。 

4. 数值实验及结论 

本文用微分方程系统(6)和(7)分别求解两个三元极小化垂直互补凸优化问题。验证两个微分方程系统

在不同的初始点条件下轨迹的收敛性以及稳定性。应用 Matlab2019b 软件进行计算，在实验求解过程中

采用微分方程的求解函数 ode45，其中对于三维的一阶的微分方程系统(6)中参数 1.51µ = ，二阶微分方程

系统(7)中的参数 1.51µ = ， 1.52β = 。其中对于四维的一阶的微分方程系统(6)中参数 1.02µ = ，二阶微分

方程系统(7)中的参数 1.02µ = ， 1.01β = 。 
例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 3 3 2 4
1 2 3 1 2 3 1 2 3

2 2 2 3 3 3
1 2 3 1 2 3 1 2 3

3 3
1 2 3 1 2 3 1 2 3

min 1 , 1 , 1

min , , min 1 , 1 , 1 ,

min 1 , 1 ,

v v v v v v v v v

F v G v H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 + + + − + +
 
 = + + + + + + + 
 + + + +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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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表示了三维三元极小化一阶以及二阶垂直互补微分方程系统解的轨迹的收敛性，即从随机的不

同的初始点出发最终都会逐渐收敛且趋于稳定。 
 

 

Figure 1. The trajectory convergence of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 system (6) and (7) 
图 1. 优化问题微分方程系统(6)和(7)的轨迹收敛性 
 

例 2 

 ( ) ( ) ( ){ }

{ }
{ }
{ }
{ }

2 3 2 4 1

3 4 3 4 2

2
2 4 1 4 3

1 3 1 2 4

min 3 , ,
min 2 , ,

min , , ,
min , ,

min 3 , ,

v v v v v
v v v v v

F v G v H v
v v v v v

v v v v v

 +
 − 

=  + 
 + 

 (9) 

图 2 表示了四维三元极小化一阶以及二阶垂直互补微分方程系统解的轨迹的收敛性，即从随机的不

同的初始点出发最终都会逐渐收敛且趋于稳定。 
 

 

Figure 2. The trajectory convergence of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 system (6) and (7) 
图 2. 优化问题微分方程系统(6)和(7)的轨迹收敛性 
 

在能源工厂以及物流管理[19]优化生产线中，需要解决最小化生产时间 ( )F x ，最小化生产成本 ( )G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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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化废品率 ( )H x ，利用本文的方式将三元极小化垂直互补问题转换并通过 ode45 进行求解，利用投影

算子确保解的可行性。对于一阶微分方程系统而言，计算简单适合问题规模较大，初期探索每次迭代只

需计算一阶导数，计算时间短，因此在过程中尽管移动较小，其整体收敛速度较于二阶往往更快。但如

果垂直互补问题在非凸情况下极易陷入局部最优解且收敛速度较慢。而对于二阶微分方程系统而言，其

过程利用了更准确的二阶导数信息，适合精细调整，步长选择更为复杂，在计算过程中步长的机械错误

选择会导致收敛速度相较于一阶变慢。但二阶微分方程系统能有更好的收敛性和全局最优性质，有效避

免局部最优，且对于较为复杂的多维问题具有更快地收敛速率并确保了稳定性。 
在本文第一个实例中，当参数 0 1.5µ< < 时，此时二阶微分方程系统无解，当参数 1.5µ ≥ 时一阶微分

方程系统收敛速度要快于二阶微分方程系统。见图 3~5。 
在第一个实例的二阶微分方程系统中，参数 0 1.5β< ≤ 时方程无解，取适当参数 µ 和一阶微分方程系

统同样有解情况下， 1.5β > 时，二阶微分方程系统的收敛速度越来越慢。见图 6、图 7。 
 

 

Figure 3. Example 1 of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 system (6) and (7) where 1.5µ =  
图 3. 例 1 的微分方程系统(6)和(7)其中 1.5µ =  
 

 

Figure 4. Example 1 of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 system (6) and (7) where 2µ =  
图 4. 例 1 的微分方程系统(6)和(7)其中 2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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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Example 1 of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 system (6) and (7) where 4µ =  
图 5. 例 1 的微分方程系统(6)和(7)其中 4µ =  

 

 

Figure 6. Example 1 of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 system (7) where 2β = , 2.5β =  
图 6. 例 1 的微分方程系统(7)其中 2β = ， 2.5β =  

 

 

Figure 7. Example 1 of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 system (7) where 3β = , 5β =  
图 7. 例 1 的微分方程系统(7)其中 3β = ， 5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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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第二个实例中，当参数 1µ < 时，方程有解但二阶微分方程系统计算速度较慢，并不能有效解

决问题，在参数 1µ ≥ 时，二阶微分方程对应的收敛速度以及求解速度要快于一阶微分方程系统，也证明

在实际更为复杂的非线性优化问题中，二阶微分方程系统更为适用。见图 8~11。 
在取适当参数使一阶二阶微分方程系统都有解时，对应的二阶微分方程中的参数 0β > 时，随着其参

数 β 增大，二阶微分方程系统的收敛速度越来越快。见图 12、图 13。 

选取不同的初始点，实验也验证其稳定性。 
微分方程系统初始点分别为[0.01 0.01 0.01]、[0.01 0.01 0.01 0.01]。见图 14。 

微分方程系统初始点分别为[0.1 0.1 0.1]、[0.1 0.1 0.1 0.1]。见图 15。 

微分方程系统初始点分别为[0.5 0.5 0.5]、[0.5 0.5 0.5 0.5]。见图 16。 
微分方程系统初始点分别为[1 1 1]、[1 1 1 1]。见图 17。 

 

 

Figure 8. Example 2 of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 system (6) and (7) where 1µ =  
图 8. 例 2 的微分方程系统(6)和(7)其中 1µ =  
 

 

Figure 9. Example 2 of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 system (6) and (7) where 1.5µ =  
图 9. 例 2 的微分方程系统(6)和(7)其中 1.5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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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Example 2 of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 system (6) and (7) where 2µ =  
图 10. 例 2 的微分方程系统(6)和(7)其中 2µ =  
 

 

Figure 11. Example 2 of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 system (6) and (7) where 3µ =  
图 11. 例 2 的微分方程系统(6)和(7)其中 3µ =  
 

 

Figure 12. Example 2 of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 system (7) where 0.5β = , 1.5β =  
图 12. 例 2 的微分方程系统(7)其中 0.5β = ， 1.5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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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3. Example 2 of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 system (7) where 3β = , 5β =  
图 13. 例 2 的微分方程系统(7)其中 3β = ， 5β =  
 

 

 

Figure 14. Examples 1 and 2 of the first- and second-order differential equation systems 
图 14. 例 1 与例 2 的一阶与二阶微分方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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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5. Examples 1 and 2 of the first- and second-order differential equation systems 
图 15. 例 1 与例 2 的一阶与二阶微分方程系统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4.139420


张灵宇 等 
 

 

DOI: 10.12677/aam.2024.139420 4415 应用数学进展 
 

 

Figure 16. Examples 1 and 2 of the first- and second-order differential equation systems 
图 16. 例 1 与例 2 的一阶与二阶微分方程系统 
 

 

 

Figure 17. Examples 1 and 2 of the first- and second-order differential equation systems 
图 17. 例 1 与例 2 的一阶与二阶微分方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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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互补问题作为运筹学领域中基本问题之一，本文关注的是在非线性问题中的特殊情况，将垂直

互补问题转换为求解变分不等式，在建立微分方程系统的基础上，只需运用投影算子方程系统并证明系

统解的轨迹收敛并通过构造函数，从微分方程系统本身以及变分不等式所涉及的函数性质以及特点就可

以直接得到轨迹的聚点是垂直互补问题的解且解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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