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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流形上的有关公式用分量表示，取局部正史基，借助张量分量的运算规律、技巧e．．4f4~-算， 

最后再利用张量的点态性质，证明了一种特殊的Sasakian流彤的 一裁曲率为c一3。由此给出了一 

十计算流形上的几何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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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CD 为具有常全纯截曲率c的复单连通有界 

域 ， (1，，G)是 CD 上 的 一 个 Sasakian 结 构。 

Kachlerlan结构的基本 2一形式是闭的，故n=dgo，∞ 

为实的解析 1一形式。设 表示 R上的坐标 ，对积空间 

R×CD"取 =叫一dt(文献Eli中误为 =2叫+ 

dt)，若将 足看成一个加群，则 是平凡线丛(R，CD ) 

上的无穷小联络形式。令f=专，g= G+ @ ， 

其 中 ；(尺，CD”)一 CD 是投射 ， 又可写成 = 

+出，这些张量定义了(R，CD )上具有常 一截曲率 

k=f一 3的 Sasakian结构。 

许 多关于 Sasakian结 构的文献 引用 (尺，CD ) 

作为Sasakian空问形式的例子 ，但都未给予证明。类 

似的问题又多采用整体符号来证明或计算“]，然而 

整体符号具有局限性 。本文利用局部法正交基 ，张量 

的分量形式及其点态性质 ，证明了(R，CD )的 一截 

曲率为c一3。由此给出了一个计算或证明流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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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量的补充方法 。 

1 基本公式 

1．1 ( 。CD )上的度量矩阵及联络系数 

取 (一 ，C )上的村准正交基 { ．，e：，⋯，e }，由 

n为基车 2一形式得 

G(f．，Jei)= dgO(e ，ej)。 (1) 

在一点尸∈CD 处，必要时作坐标变换使 o= 
m  

，利用文献[1]丑 一 +dt得 

1 1 寺(a叶一 )=寺(却，一 )， 

其中 — o。 (2) 

而(R，C1) )上的度量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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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规定：指标A，B，⋯取 I'2，⋯ ，2"+ 1；指标 ， 量 。 

七⋯取l+2，⋯，Zn专， ，五 与 ，厂 ，R 依次 由式( 

表 示(R，CD )与 CD 上的联络 、联络 系数、曲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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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 

厂u 一 一 厂，J 仉 一 玑 ^上 _，， 4- 

音( + ) (5) 

其中 =詈。而(G，_，)是(CD”)的 
Kaehlerian 结 构 ，设 ( ， ，}， )是 (R，CD”)的 

Sasakian结构 !。 

= +df 却 一d 0 = 

n g(a， )一 G(a，jOj)=~g ̂ = 

G． ．一J =寺(a玑一0／／；)， (6) 

g(f， a])一 0 僻 2 ． = 

O= 许．2 +】= 0， (7) 

= 噼 ĝ = 僻 — 噼 +】g 

许 一 ，rJ。 (8) 

由 

(f)一 O 佟 = o， (9) 

( (a))= 0 “ 一一群 =一 ，(1O)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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僻 一{二： 一．，． c̈ 
ff=一 f)一 O r 十 十l一 0。 (12) 

由 CD“为 Kaehlerian流形，故 J一 0，则 

． = 0(或 ．J = 0)， 

由 此得 

O,J， 一F,／J， ， 

4J 一r,／J +r Jm u3、 

在 尸 ∈ CD“选取局部标架，使 _，丑= + ，J0．+ 

=  

， 
_， 一 _，． 。 (4) 

一一 a，且 {a) 是法正交基 

n ，a) ：=1+2，⋯ ，̈是( 

为 i ，则在 尸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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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J。 = 0。 (14) 

a ，， = 一 厂 一 厂 一 ， 

a．， 一一 厂． + 厂 。 (1 5) 

1．2 曲率计算 

由1．1中诸公式，(R，CD )中曲率分量可如下 

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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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定 理 (R．cD )是 go一截曲率为r一 3的 

Sasakian空间形式 。 

证 明 由go一截曲率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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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张量点态性知(R，CD )有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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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曲率f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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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pointwise pl’operty of t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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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the local orthogonal basis，the pointv,'ise property and component representat[on of tensor 

is demonstrated as a special Sasakian manifold．It is Sasakian space form with~sectiona[eurveture k C-- 

3．M eanwhile it provides a complemental method for computing some geometric quatity of manif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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