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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期点集#回归点集#

,

J极限集是动力系统中几个重要概念点集$回归点集#

,

J极限集#非游荡点

集的概念都是在周期点集概念的推广下得到的$都是动力系统中的重要点的集合+在周期点集的迭代不变

性的研究下进一步讨论了回归点#

,

J极限集的迭代不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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