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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内容的率的变换$是基于直线内插思想运用和机械化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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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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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算术*盈不足章第
!#

题%!今有醇酒一斗$值钱五十,行酒一斗$值钱一十
!

今将
钱三十$买酒二斗

!

问醇#行酒各几何("

本题的术文是%!假令醇酒五升$行酒一斗五升$有余一十
!

令之醇酒二升$行酒一斗八升$

不足二
!

"古代的换算关系是%一斗为十升
!

这实质上就是巧妙利用两次假设$构造了盈不足模型
!

例如若把醇酒改成每人出钱数$本
题就转化为%

今有共买物$人出&钱'五$盈一十,人出&钱'二$不足二$问每人应出多少钱(

因此$对于醇酒$有盈不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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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盈不足公式就可求得醇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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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对于行酒$也可得出盈不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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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盈不足具有模型化的方法$这是从数学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的$是说一般
的!盈不足问题"就是所构造的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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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算法来说$!盈不足问题"相当于解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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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法来说$相当于三个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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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现代的线性插值法$也叫试位法#双假位法$为中国首先发明$比西方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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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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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先向欧洲介绍这种算法$并称为!契丹
算法"

!

秦九韶的#大衍总数术$

下面以秦九韶)数书九章*中余米推数题为例$对大衍总数术的完整程序作以说明
!

该题是
一件关于盗窃案的侦破术$原题为%

问%有米铺$诉被盗去米一般三箩$皆适满$不记细数
!

今左壁箩剩一合$中间箩剩一升四
合$右壁箩剩一合

!

后获贼$系甲#乙#丙三名
!

甲称当夜摸得马勺$在左壁箩$满舀入布袋,乙称
踢着木履$在中箩$舀入袋,丙称摸到漆碗$在右壁箩$舀入袋$将归食用

!

日久不知数
!

索得三
器$马勺满容一升九合$木履容一升七合$漆碗容一升二合

!

欲知所失米数$计赃结断三盗各几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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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此问题$关键是要利用三箩所剩米数和三器的容量$依据大衍总数术分条列出$可归
于解三元一次同余式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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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术文$今以合为单位$不难看出$每箩米数满足同余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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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素$便为定数$这就省去了化约求定数的这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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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所求解为每箩筐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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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甲#乙盗米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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