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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称熵损失函数下#讨论了两参数广义指数分布形状参数的 5:J37估计和可容许估计#并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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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参数广义指数!O="分布自O6P;:和 Q6.>:!!@""""提出以来#在机械可靠性%寿命试验等方面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该分布的性质和统计推断理论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并得到了广泛的研究&@'

*文献&!'中研究

了广义指数分布中未知参数的不同估计方法#并且比较了它们的优劣性$文献&KLI'分别讨论了判断寿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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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非负平衡点的性态以及正初始条件下解的有界性#得出了系统在参数变化范围内极限环的存在性与唯一

性结论*

关键词!捕食者L食饵系统$功能性反应$平衡点$极限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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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关于具有功能性反应的捕食者;食饵系统的研究#目前已有不少研究结果(文献&@'研究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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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研究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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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获得了有意义的结果(在此基础上考虑如下捕食者;食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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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分别为/时刻食饵与捕食者种群的密度$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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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具有生态意义的正常数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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