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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由Poincare和Lyapunov在19世纪末创立的微分方程定性理论和稳定性理论是20世纪动力
系统理论的两个重要分支。
当今作为非线性科学的基础理论的一个范畴，仍然是21世纪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
　　本书名为“平面向量场的若干经典问题”。
什么是“经典问题”呢？
2008年11月23日至28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在加拿大Baff国际会议中心参加名为“Classical Problems
on：Planar：Polynomial Vector Fields（平面多项式向量场的经典问题）”的国际会议。
主要涉及以下4个议题：（1）平面多项式向量场的可积性问题；（2）Pioncar6提出的实平面多项式微
分系统的中心问题；（3）某些特殊类型的平面多项式向量场的大范围几何问题；（4）Hilbert的第16
个问题。
上述问题的存在已超过100年，但迄今仍无完全解决的希望，成为经典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平面向量场？
一个原因是其应用非常广泛。
平面微分系统的模型常常出现在生化反应、种群动力学、流行病学及其他应用数学和力学领域。
特别，数学物理中大量存在的孤立子解的非线性发展方程的行波系统就是平面常微分系统。
另一个原因是，对平面向量场本身作纯粹的数学研究在理论上有重要意义。
我们引用加拿大数学家Dana Schlomiuk的话来说明这个事实：“定义于射影空间中的平面多项式向量
场，或一般地，代数微分方程，其自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事实上，由于系统自身的解析的、代数的和几何的性质，它们构成可用多种方法加工的肥沃的土壤。
并且，解决该领域所提出的问题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综合应用这些重要性质的能力。
”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对于平面向量场的相关问题，已经出版了许多教科书和专著，各种巧妙的
工具和基本的理论早已建立。
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仍在发展，其应用更为广泛。
本书拟介绍近年的某些研究进展，着重于作者的工作。
主要讨论中心和等时中心问题、多重Hopf分支和等变平面向量场的局部和大范围极限环分支。
这些问题和Hilbert第16个问题密切相关。
　　为了让初学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内容，我们首先简要地介绍一下本书的研究内容和基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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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平面动力系统定性理论有意义的研究进展。
内容包括中心和等时中心问题、多重Hopf分支、平面等变向量场的局部和全局分支。
这和Hilben的第16个问题直接相关。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数学专业研究生的教材或教师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和工
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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